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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对话

访汽车工程学院教学院长李文博

记者：升本后，人才培养方案需要重新开
发，课程体系也需要重新制定。请问李院长，
在从专科到本科近两年的准备工作中，学校在
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哪些预案和调整？

李文博：专科与本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
是有区别的。职业本科主要培养高层次技
术技能人才，因此在近两年的工作中，我们
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需求侧的人才“规
格”侧重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

记者：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文博：我们首先对职业本科专业的设

立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完成了可行性报告，
同时邀请了高校和企业专家进行了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的反复研讨，以保证课程体系的
科学合理性。同时，课程内容在理论深度上
也要与普通本科保持一致，并匹配相应的实
践教学内容，以保障人才培养方案的可实施
性和适用性，再则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们
也下了大力气。

访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工
程学院教授侯丽春

记者：新能源作为汽车领域前沿技术，
要与能源、计算机、电子信息等诸多领域跨
界融合。作为职业本科元年的一线教学实
践者，您觉得与专科时代有何不同？

侯丽春：职业专科和职业本科的差异首
先是教育目标与定位方向不同，因为职业本
科教育是以培养联结研发环节与生产环节的
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更注重学生理论
知识、复杂问题的综合解决能力以及技术创
新思维的培养，突出的是技术技能的复合性。
另外，职业本科对接的是产业的高端领域，因
此教学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有所变化。

记者：您认为适应并驾驭新能源技术本
科教学，需要在哪些领域完成突破？

侯丽春：我觉得作为职业本科大学教
师，必须在产业素养、数字素养、职业素养等
维度上与时俱进、不断突破，以适应本科教
学工作的需要。

访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副院长刘富凯

记者：刘副院长，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

学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的创建，对培养未
来汽车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具有怎样的意义？

刘富凯：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是我们
与中国一汽模具公司联合打造的，是按照工
业4.0标准高端建设的汽车白车身智能制造
实训、生产、科研基地，共分为以真实生产调
试为主要功能的生产线区、以岗位技术实
训应用研发试验为主要功能的创新试验岛
区、以技术课题攻关为主要功能的技术研究
中心区等三个区域。

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的创建，有效支
撑了汽车智能制造领域高层次技术技能人
才的培养，并可以以此为平台探索完全能力
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我们力争以此为平台，
融合校企资源，递次将这个平台打造成为非
相关专业的智能制造认知平台、公共学习平
台，从而将智能制造相关专业学生的实践教
学、应用研发探索及测试都纳入到这个平台
来完成。

记者：汽车制造领域的智能制造与非智
能制造有何不同？

刘富凯：汽车制造领域的智能制造主
要体现在柔性化、数据化和智能化。随着
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很多经典的快节拍流
水线产能利用不再充分，多种车型混流甚
至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制造开始逐渐在汽车
制造领域得到体现，大面积的机器替人方
案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相对于传统汽
车制造而言，除了经典的离散控制外，最主
要的变化是物流与数据流的伴随，并基于
大数据实现产品、设备的质量控制及过程
数据调整。

访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研发工
程中心工程师付昕亮

记者：作为汽车制造企业方的研发工程
师，您认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培养方向
上，职业本科院校应该如何把握？

付昕亮：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有三个重
要方向：一是电池电驱方向，这是目前新能
源汽车技术的核心，需要具备系统性的电池
电驱技术、制造工艺与装备、电子学与电机
控制方面的技能。 二是智能控制与自动驾
驶方向，随着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越来越复
杂，需要更多的智能控制方向的技术人才，
具备计算机、自动化控制、图像识别、深度学
习及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三是轻量化与

安全性方向，因为车身新型环保材料代替传
统材料成为趋势，如超高强钢、铝合金、镁合
金、碳纤维、工程复合材料等，还有车身一体
化压铸工艺、复合材料连接工艺的应用，这
都需要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多学科融合的
高素质人才。

记者：您期望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人
才输出端应该凸显什么样的教育价值？

付昕亮：我期待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
培养出的人才“进校即进厂、研发即教学、出
校即上岗”，这才是职业本科院校应该体现
的教育价值。

访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电气工
程学院教授刘大双

记者：作为“刘大双大师工作室”的发起
人，您认为“大师工作室”应该肩负怎样的使
命？

刘大双：“大师工作室”应该注重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实
际工作中迅速适应并解决问题。要传承和
弘扬工匠精神，让学生了解和认识到工匠精
神的重要性。要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充分发挥企业和学校的资源优势，让企业参
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行
业动态和企业发展需求。要成为技能培训
和技艺交流的重要平台，以提高学生的专业
技能和综合素质。还要服务于社会和促进
产业发展，参与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开发
工作，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助
力产业发展。

访一汽红旗首席技能大师齐嵩宇

记者：请结合职能介绍一下共建红旗制
造中心培训基地的情况？

齐嵩宇：这个基地建成后具备6台套先
进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培训设备，既可以实现
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及高级技师总体培训，
也可以作为学校学生在工厂内实习阶段的学
习平台，还成为对外服务和开放的窗口。

记者：这个基地是学校学生和企业员工
的共建管道，目的是实现优秀学生到优秀员
工的双向奔赴？

齐嵩宇：是的。作为企业方，我们以往
接收的实习生和已入职的工作人员，他们到
厂以后都需要在生产现场做进一步的培训

才能符合岗位的需求。有了这个基地，我们
可以让他们具备到厂后快速融入到生产体
系当中去的技能水平。

访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
处长王翼飞

记者：王处长，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
目前的本科专业建设情况如何？

王翼飞：在本科专业建设方向，学校目
前聚焦新能源智能网联和汽车智能制造两
大领域，首批申报了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
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汽车服务工程技
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物
流工程技术共6个职业本科专业。

记者：未来本科专业建设有何规划？
王翼飞：下一步，学校将继续以服务汽

车行业产业发展为主线，对标汽车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结合汽车行业多
产融合特点，不断拓宽专业领域，推进本科
专业布局。未来五年，学校将围绕汽车新能
源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交通运输、光电
信息、能源材料、文化旅游等领域开设40个
左右本科专业，为服务吉林省大力培育“四
大集群”、发展“六新产业”、建设“四新设施”
提供更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访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招生就
业处处长赵良富

记者：升本后学校的招生规划是否也会
同步调整？

赵良富：升本后，学校申请的2024年招
生计划总规模为 4500 人，其中本科计划
1000人、专科计划3500人。专科计划里高
职单招占 1900 人、中高职衔接转段预计
846人、高考预计754人。

记者：升本后的毕业生职业规划将会发
生哪些变化？

赵良富：职业本科是国家一种新的职业
教育模式，是人才培养定位、服务产业发展
的实质性升级。升本后毕业生职业规划将
更加宽泛地面向职业岗位群的需求，会更
专、更精地适应产业需求和岗位能力，会更
好地服务于汽车产业的发展，毕业生会成为
助力汽车产业发展真正的“香饽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元忠 毕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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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成立，这一段路，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人走了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来，几代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人已为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但在本科职业教育的新赛道上，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人将

会交出一张怎样的成绩单呢？他们准备好了吗？
为此，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深入到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及在校合作企业进行了深入踏查，并就职业本科的未来发展等相关话题采访了相关技能大师、教授、管

理者等，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李文博 侯丽春 刘富凯 付昕亮

刘大双 齐嵩宇 王翼飞 赵良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