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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与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 

合作举办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2016 年度报告 

一、 办学基本情况 

2012 年 6月，上海师范大学与德国兰兹胡特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

办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获得教育部批准，批准书编号为

MOE31DE2A20121210N，于 2013年秋季正式对外招生。 

该项目前身是上海师范大学与德国巴伐利亚州上法兰肯区手工业

管理局技术与创新管理学院合作举办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汽车方向)本科教育项目，批准书编号为 MOE31DE2A200302240。这一

项目于 2003 年秋季开始招生，毕业 369人，累计有 184名学生赴德学

习实训，并通过德国汽车服务技师考核，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二、 学生培养 

项目主要特色是旨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汽

车经济技术人才。根据中外双方共同制定的教学计划，学生前六个学

期在上海师范大学集中学习，第七学期参加专业实习实训，可以申请

去德国实习实训，也可以在国内合资企业和学校实训中心进行；学习

成绩和德语水平符合要求者还可于第七学期申请到德国应用技术类大

学交流学习。最终达到项目毕业条件的学生，可获得我校的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和德方相关大学学位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016年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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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招生 80人，在校生人数 291人,31 人出国学习、实训。 

三、 师资建设 

师资队伍符合合作办学整体要求。中方教师 100%具有硕士博士学

位，专业教师中高级职称达 80%以上，其中到德方合作学校进行过对

口专业课进修及技能培训的教师达到 100%，专业教师具有国际化视

野，整体水平较高。德方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且均为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授。 

2016年度，来沪授课外教 13 名，承担了 11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工

作。另外项目长期聘任有一名语言外教，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还

聘用了 1 位兼职语言外教。有 6 位教师借助中德合作平台，赴德进行

了 2 个月的课程培训和进修。 

四、 教学组织 

中德合作办学项目教学计划由我校和德方合作学校共同商定，充

分体现培养方案的要求；引进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的 17门课程，并

对其中 11门课程进行共同开发，在此基础上增设思政、体育、高等数

学等国情课程和有关中方专业课程，合作项目严格按照教学计划组织

实施教学。课程教学大纲按照统一的模板进行编写，做到规范、科学、

合理。引进的专业课教材都是德国合作学校目前使用的教材，教材选

用的整体水平较高，较好地满足了项目教学需要。 

截止到 2016 年，本专业已开出《经济学基础》、《电工技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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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计基础》、《机械控制工程》、《汽车动力系统》、《汽车底盘系统》、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及《汽车发动机原理》等 13门引进课程，

其中《机械设计基础》为学校海外优质课程引进课程。2016年，汽车

服务工程中德 FH教研团队获得上海师范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两项。 

五、 项目管理 

合作项目设立了教学管理委员会，由中德双方共同组成，及时解

决涉及合作办学的具体事项。学院设立了专门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队

伍，由一名学院领导具体分管，设立外事办公室，处理具体的涉外事

宜。专业负责人及与专业相关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参与项目运行的各项

工作。2016年接待了来自合作伙伴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代表团、德国上法兰肯手工业局副总裁代表团、德国埃尔福特手工业

局总裁代表团的来访，并且组团赴德考察学生实训情况，就项目的具

体实施细节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六、 财务状况 

合作项目财务管理按上级机关要求，在学校大财务内设立单独的

合作办学专项，独立核算，以确保学院财务管理、资金使用上的规范

合理。项目每年均进行财务第三方年度审计。2016年度审计结果表明，

财务会计核算规范，项目财务运行正常，无违规行为。 

七、 教学质量监控 

合作项目建立了全方位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教学活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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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校统一的质量监控体系和学院的具体规章制度范围内。此外还包

括：充分引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保证教学体系、教学大纲、教学资

料的先进性；建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教学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推进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建立学生评教

机制，及时掌握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建立听课制度，及时进行督导和

评价，改进教学效果。 

八、 社会评价 

该项目自 2013年秋季招生以来，现有在校生 291人，尚未有毕业

生。通过培养方案解读、专业导论、专业负责人、班导师的引导和任

课教师的课堂教学等几种渠道，已使学生充分了解合作办学专业的培

养目标，学生对已经开展的引进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外教和

中教助教的教学水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九、 办学特色 

本项目践行中外双方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旨在培养城市国

际化发展进程中急需的复合型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综合中西方教育

的优势，扬长避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通晓国际行业规则、既懂

技术又懂管理的项目工程师；为学生提供更大的跨国企业实践平台和

进修上升的空间，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目前，本合作项目还需进一步提供跨国企业的工程实践机会，定

向培养企业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全方位加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以

真正体现合作办学带来的人才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