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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课程“岗课赛证”融通实施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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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汽车空调维修岗位能力需求的调研，结合当前《汽车空调》课程教学现状，遵循“岗课赛

证”融通的内在逻辑，按照“三教”改革的要求，从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法创新、教师团队优

化等三个方面入手对《汽车空调》课程“岗课赛证”融通实施路径进行了探索分析，并展望了实

施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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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of

<Automobile Air 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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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apacity demand of automotive air 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positi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of automotive Air Conditioning course, follow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and teacher team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ost class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of "Automobile Air Conditioning" course,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expected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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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1年 4月 12日至 13日，孙春兰副总理全

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指出：要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

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深化“三教”改革，“岗

课赛证”综合育人，提升教育质量。这是“岗课赛

证”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领导的讲话和文件。“岗

课赛证”综合育人的提出，是基于近年来一些职业

院校开展的“岗课赛证融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实

践，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较早提出了“课岗

对接、课证融合，课赛融通”理念；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培养信息通信技术

技能人才“课证融通”模式，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形成了“赛教融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山东职业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推进“赛

证课相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1]。

针对汽车类专业，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税永波等

探讨了“岗课赛证”融合视域下课程功能目标的实

现途径[3]，但主要聚焦于专业层面，对于课程层面

如何实践“岗课赛证”融通，可供参考的具有操作

性的实施方案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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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是汽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通过

研究充分利用汽车制造与维修企业的先进经验和

成熟标准，把新技术、新工艺及时纳入教学，把典

型案例引入课程，把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大赛

考核内容及时融入教学，充实重构现有的《汽车空

调》课程内容体系，探索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式，推

进“三教”改革在课程层面的实践和落地，同时又

可以为同类型专业课程的“岗课赛证”融通的实践

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1 《汽车空调》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1 课岗分离

目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往往不能满足

企业岗位的实际需求。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的教学

与企业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有差距，有些课程设置

已经不符合市场的需要[3]。虽然这些年，高职院校

也在课岗对接上下了功夫，但是效果还是不太理

想。

1.2 课证分离

就汽车检修类专业而言，目前主要有两大类职

业资格证书，一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推行的汽

车维修工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二是正在试点的汽车

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1+X证书[6]。目

前，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将证书的考核内容融

入到平时的课程中，而是考前开展集中培训。特别

是 1+X证书的模块较多，有培训学时要求，突击

培训的工作量较大，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1.3 课赛分离

为了提升学校的专业影响力，学校是愿意积极

投入竞赛以期望获得较好的竞赛成绩。目前大部分

学校的做法是遴选优秀学生进行长时间集中培训，

实训设备等教学资源向参赛团队倾斜，参赛学生也

不上其他课程。这说明平时的课程教学与比赛要求

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对于没有机会参加技能竞赛

的学生而言，能力并未得到提升，有悖于“以赛促

教”的目的[6]。

2 “岗课赛证”融通的内在逻辑
首先，基于校企合作的平台，由企业参与为课

程改革提供真实生产工作案例，使课程内容、实训

项目的开发紧密结合实际生产，使“课岗赛证”融

通的理念应用于教学改革中，真正落实岗课一体，

减小课程内容与生产实践的差距，让学生对岗位不

陌生，职业能力满足岗位任务要求，缩短岗位融入

周期。

其次，基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模式，教学团

队深入剖析技能大赛考点、“1+x”职业等级证书

考核要点、汽车维修行业标准、汽车空调典型故障

案例等资源，以“教学化改造”的方式进行知识的

科学重构，修订课程标准，将赛证考训成果转化为

能体现就业岗位能力要求与形式教学资源，尤其注

重信息化资源的建设[4]；同时，以岗位工作流程、

竞赛训练手段、证书考核方式等主要内容优化课程

教学全过程，实践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改革，达成以

岗位要求统筹教学全程，学习即备考，实训即备赛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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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岗课赛证”融通的内在逻辑图

Fig.1 The internal logic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post class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3 “岗课赛证”融通的实施措施
在“双高”建设和“三教”改革的背景下，以

“岗课赛证”融通的理念为指导，在《汽车空调》

课程教学中的实现上课即参加岗位培训，上课即备

赛，上课即考证，打通传统汽车检修类专业人才培

养的瓶颈，达成“竞赛能打赢、证书拿的下、岗位

离不了”职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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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岗课赛证”融通实施思路图

Fig.2 The diagram of "Post Class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integration implementation idea

3.1 重构课程内容，更新实训项目

在调研汽车 4S店、维修企业的基础上，通过

剖析汽车维修工岗位尤其是汽车空调维修相关的

技能关键点、职业技能大赛“汽车技术”赛项相关

模块和汽车运用与维修 1+X证书——空调与舒适

系统检测维修项目考核点[2]，确定了以“汽车空调

故障排除”为主要原则进行课程内容重构及实训项

目更新。

（1）课程内容设计

现有教材大多采取空调相关物理热力学基础

知识——空调各系统结构与原理——汽车空调检

修实例的内容体系，职业教育特色不显著，与岗位

能力的培养要去脱节。基于以上分析，按照故障现

象——岗位任务——技能点（赛点、考点）——知

识点的体系重构课程内容，并对应开发更新实训内

容。

表 1 《汽车空调》课程内容重构设计表

Table 1 The table of "Car Air Conditioning" course content reconstruction design

故障现象 岗位任务 技能点（赛点、考点） 知识点

汽车空调不制冷、

制冷不足故障

制冷系统

性能检测

1.制冷系统压力测试

2.制冷系统压力分析

3.空调出风温度与湿度测试

4.压缩机控制电路电压与电阻的测量

5.制冷系统泄漏点的确定

1.制冷系统的组成

2.制冷系统工作的条件

汽车空调制冷

系统泄漏

汽车空调有

异味故障

制冷系统

部件维修

1.压缩机、膨胀阀、蒸发器、冷凝器及空调

管路的拆装

2.制冷剂的回收与加注

3.冷冻机油的更换

4．制冷管路密封性的检查

1.制冷系统部件的结构与原理

2.制冷剂与冷冻机油的加注方法

汽车空调

不制热故障

暖风系统

部件维修

1.冷却液的回收与加注

2.暖风水管与水阀的拆装

3.节温器与水温传感器的拆装

4.暖水阀电路与水温传感器电压的测量

1.暖气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暖风机控制电路组成与工作原理

汽车空调

不吹风故障

通风系统

部件维修

1.风门电动机的拆装

2.风门电动机电压与电阻测量

3.鼓风机控制模块的电路测量

4.各通风管路的拆装

1.通风系统的组成及原理

2.通风方式与控制电路

3.鼓风机控制电路

汽车空调控制

失效故障

空调控制

电路检测

1.自动空调故障码的读取清除

2.自动空调数据流的读取

3.自动空调控制模块的检测

4.各温度传感器电路的测量

5.空调控制面板电路的测量

1.自动空调的控制原理

2.自动空调的组成

3.各类温度传感器的原理

4.空调控制面板电路组成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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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实训项目

原有的《汽车空调》课程实训项目主要关注于

压缩机等部件的拆解与制冷剂的加注等方面，目前

随着制冷元件制造质量的提升、自动空调及智能化

车机的应用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汽车

空调的维修重点转向制冷系统性能检测与控制电

路故障的诊断排除[2]；同时，为了满足竞赛和职业

证书考核的要求，需要对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考核要

求做出相应的整合与更新，彰显“岗课赛证”融通

的特色。

表 2 《汽车空调》课程实训项目更新安排表

Table 2 "Car Air Conditioning" course training project update schedule

原实训项目 更新实训项目

压缩机的拆解 汽车空调不制冷障诊断与排除

制冷系统压力检查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泄漏故障检测与排除

制冷剂与冷冻机油的加注 汽车空调制冷不足故障诊断与排除

通风管道与风门控制系统拆装与更换 汽车空调不吹风故障与通风异味的检测与排除

暖风箱拆装与更换 汽车空调不制热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汽车空调控制电路检测
自动空调数据流读取与故障码清除

自动空调控制模块电路故障检测与排除

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基于“岗课赛证”融通

特色的课程资源建设，开发工单式学习手册，整理

和完善相关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修订新的实训项目

任务书，为教学实践创新做好准备。

3.2 创新《汽车空调》课程“教、训、赛、考”

融合的教学方法

基于新生代的 00后教学对象，通过分析学情，

在“岗课赛证”融通的教学过程中，有效利用“岗

位”“技能大赛”“职业证书”的成果建设《汽车

空调》课程资源，创新实践“教、训、赛、考”融

合的教学方法[5]。

（1）以“双轮驱动”的方式开展课程教学。

一方面，以“理论够用”为标准进行课堂教学，依

托大数据、虚拟仿真技术等技术手段，改善和提高

课题教学效果，满足学生参加实训项目和赛证考核

的要求；另一方面，依托以专业学生为主体“汽车

运用与维护创新工作室”开展第二课堂教学，采用

导师指导、项目实施的形式，以《汽车空调》课程

对应的技能竞赛模块、1+X 技能等级证书考试项

目、行业认证等任务为载体展开，既延伸和扩展了

教学内容，又为竞赛选拔和证书考核做好了准备。

（2）以“训为赛、训为考”为目标开展实践

教学。根据更新后的实训项目，以 1+X证书考核

内容为基础编制实训指导书，以技能竞赛模式开展

实训项目操作，以“学生职业技能竞赛节”汽车技

术赛项及 1+X技能等级证书考试为评价方式，积

极探索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替代课程结课考试、技能

竞赛成果转换为课程学分等形式，以实现“教、训、

赛、考”的有效衔接和融通。

（3）构建多维度、全过程评价体系。首先，

《汽车空调》教学实施前，对课程标准和相关教学

资源，组织“岗课赛证”代表的教师、企业导师、

竞赛裁判、职业证书培训师等，形成多元评价主体，

避免课程与行业企业需求相脱节[7]；其次，按照，

根据目标多元、方法多样、注重过程的评价原则，

对教学实施过程和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员、全

方位和全过程”的评价，以便发现问题，及时修正。

3.3 建设适应“岗课赛证”融通要求的高质量课

程教学团队

在“岗课赛证”融通的《汽车空调》课程教学

中，教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师资队伍的水平对课

程的实施效果有着决定性影响，需从现有专业课程

教师和兼职教师两方面入手，建设适应适应“岗课

赛证”融通发展要求的师资队伍[6]。

（1）提升专业课程教师“岗课赛证”融通教

学实施能力。首先，积极探索各种支持和保障措施，

使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主动参与到相关企

业的调研和实践中去，在优化和完善自身专业知识

和提升技能水平的同时，为教学实践充实各类资

源；其次，专业教师需要通过参加各类培训获取行

业资格认证、参与各级竞赛指导裁判等工作，不断

丰富自身的行业经验并将其应用于教学过程，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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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岗课赛证”融通水平的提升。

（2）优化兼职教师队伍结构，创新教学参与

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导师在《汽车空调》课程内容

重构、教学计划制定、实训项目开发、教学标准制

定及评价考核中的作用；同时，不断创新企业导师、

行业工匠、竞赛教练等多种身份兼职教师在教学实

施全过程的参与方式，以课程实训指导、校内外竞

赛训练与裁判、证书培训考核、岗位实习拜师等多

种形式深度融入课程教学和实践过程，从师资层面

促进“岗课赛证”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的融通。

4 预期效果
《汽车空调》课程“岗课赛证”融通的实施探

索，以我国深化“三教”改革，“岗课赛证”综合

育人，提升教育质量的全新教学理念为指导，从技

术岗位复合型人才需求出发，以岗位典型工作项

目、技能竞赛和职业证书考点为依据，创新重构能

力递进式的课程内容体系；打破《汽车空调》课程

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实践“教、训、赛、考”融

合的教学方法，通过课岗对接、课证融通和课赛融

合，能使在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的同时，

又通过技能大赛的训练，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认

证，有利于学生日后职业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预期

可以解决课岗分离、课赛分离、课证分离的问题，

从而实现“岗课赛证”在课程层面的深度融合，提

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获得了社会和企业认可，具

有在同类型课程教学中的推广价值。

5 结束语
课程是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单元，也是“岗课

赛证”融通的落脚点和实施基础。本文从《汽车空

调》课程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分析“岗

课赛证”融通的内在逻辑，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师队伍三方面入手，对《汽车空调》课程“岗

课赛证”融通的实施路径和预期效果进行了规划分

析；以期促进专业学生在汽车空调检测与维护方面

技能水平的提升，同时达成为汽车类专业群课程在

“岗课赛证”融通实践方面进行有益探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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