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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中职汽修大赛总结

一、赛事情况

1 参赛情况分析1、参赛情况分析

参与本届大赛的共有全国37支代表队，183所学校。（其中参与本届大赛的共有全国 支代表队， 所学校。（其中

有35所新学校首次参加国赛，占比接近20%，新增的学校里中

西部地区的学校就有16所） 反映了赛事的广泛性和认可度西部地区的学校就有16所），反映了赛事的广泛性和认可度。

今年总共有359名选手参赛，其中汽车机电维修选手144人、

车身修复选手107人，车身涂装选手1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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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中职汽修大赛总结

2、赛场技术准备

为了配合今年的赛事工作 天津东丽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在去年为了配合今年的赛事工作，天津东丽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在去年
赛场的基础上，分别对机电赛场的小剪进行重新更换安装，场地
外观进行修整；涂漆赛场对烤漆房进行了重新更换安装 还对压外观进行修整；涂漆赛场对烤漆房进行了重新更换安装，还对压
缩机房进行了重点改造，为比赛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赛场条
件。件。

由于几项较大设备的更换，此次比赛进行了多次压力测试的验
证和完善，得以性能满足 运行稳定，确保了比赛设施设备的统证和完善，得以性能满足、运行稳定，确保了比赛设施设备的统
一性和可靠性。

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深圳萨塔公司在急难时刻 赞助了一台空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深圳萨塔公司在急难时刻，赞助了一台空

气压缩机，保证了大赛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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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中职汽修大赛总结

3、赛项内容

2019年比赛项目、技术方案和2018年一
样 汽车维修 车身修复基本延续了2018年样，汽车维修、车身修复基本延续了2018年
的比赛模式，车身涂装赛项结合世界技能大
赛首次引入了自流平喷涂工艺。因此今年考
核的技术难度与2018年相比有所提高核的技术难度与2018年相比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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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中职汽修大赛总结

4、裁判工作

本次大赛裁判队伍由46名行业企业专家、62名职业院校教师组成，共本次大赛裁判队伍由 名行 专家 名职 院校教师组成 共
计108名裁判，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大赛组委会办公室从裁判库中抽取裁
判，并吸纳了部分来自非参赛高职和中职院校的专业骨干老师参与了本次
大赛的执裁工作 新裁判人数占到总数的55%以上大赛的执裁工作，新裁判人数占到总数的55%以上。

为了保障大赛公平、公正，大赛执委会要求所有裁判提前两天报到，
强化裁判员的赛前培训 要求每位裁判员最终达到 全面吃透评分标准强化裁判员的赛前培训。要求每位裁判员最终达到：全面吃透评分标准，
熟练运用评分方法，正确判定扣分量值，规范填写扣分原因。

按照以往惯例，整个评分过程采用裁判计分、裁判长审核，统计组校按照以往惯例，整个评分过程采用裁判计分、裁判长审核，统计组校
验，监督组复核的严格程序。严格和规范的评分过程，保证了评分原则的
一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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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电维修项目2018-2019年总成绩对比

年份 最高分 平均分 及格率%年份 最高分 平均分 及格率%

2018 90.25 61.59 55.41%

2019 92.25 62.13 56.25%

总体来说，机电成绩较比去年有所提高。本次比赛在赛项内容基本不
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少数代表队反而出现成绩明显下降，说明竞
争在加强 地域的因素在减小争在加强，地域的因素在减小。



5.1定期维护赛项

1、机电维修-定期维护项目成绩表

年份 最高分 平均分 合格率%
规定时间内完成

作业的队数
完成率%

2018 95.16 72.8 84.5 64（148） 44

2019 96.47 72.69 87.5
50（14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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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维护赛项

完成情况 2018年 2019年 完成的变化趋势：

29-30分钟内完成 59 35
1.提前完成的比例

下降；

28-29分钟内完成 5 15

下降；

2.能够提前1分钟

以上的在减少；
最短的时间 28分31秒 21分30秒

完成人数 64 50

以上的在减少；

3.最短的时间是21

分 秒 比上 年完成人数 64 50

总的完成率 0 44 34

分30秒，比上一年

度快了近7分钟。
总的完成率 0.4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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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与2019年故障设置点

2018年 2019年

空调只能直吹，不可切换其它方式 ABS故障指示灯常亮

ABS灯亮（轮转速传感器插头断开）

雨刮器喷水角度不正确或不干净

空调出风口只有中间出风

右雨刷器刮不干净

冷凝器右下角有油污

燃油管脱离固定卡扣丢失

冷却液过多

消音器中间吊挂损坏

排气管吊挂松动

Airbag灯常亮

安全带指示灯不亮

消音器前部螺母缺1个

变速器散热器漏油

空气滤清器锁止卡爪损坏安全带指示灯不亮

右后轮制动管路渗油

变速箱散热管路固定卡扣脱落

空气滤清器锁止卡爪损坏

Airbag灯常亮

变速箱散热管路固定卡扣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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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要问题3.1 主要问题

（2）故障的识别能力弱（不仔细、不全面）。

工位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占比

查出人数
故障点

1、安全气囊灯亮/ABS灯亮 10 9 7 8 10 8 9 8 9 78 79%安 气囊灯亮/ 灯亮

2、只中间出风， 3 8 7 8 8 5 5 8 8 60 61%

3、右雨刷刮不干净 5 4 3 1 2 4 4 3 5 31 31%

4、空气滤清器固定损坏 3 2 1 2 2 0 6 4 1 21 21%

5、防冻液过多 9 6 0 6 3 5 7 6 8 50 51%

6、前部排气管螺栓缺1个 1 1 1 2 1 4 2 6 4 22 22%

7、排气管中间吊挂损坏 8 2 5 6 9 7 9 7 7 60 61%11



3.2 主要失分点3.2 主要失分点

（1）机油实际加注量与记录值不符

（2）由于高压或低压阀开关未打开或开度不够，致使测量结果与实际不符

（3）由于测量时间不够，致使空调出风口温度测量结果不准确

（4）拉拔温度传感器线，造成损坏

（5）发动机、变速器漏油部位检查不全（5）发动机、变速器漏油部位检查不全

（7）机油收集器使用前检查不到位

（8）车辆前支撑点偏离过多（8）车辆前支撑点偏离过多

（9）查维修手册次数不够 安全问题
人身安全：跑动人身安全：跑动
车辆设备安全：
支车安全、制冷鉴别仪器的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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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失分原因3.3 主要失分原因

未仔细阅读维修手册和答疑说明未仔细阅读维修手册和答疑说明

对作业项目的理解出现偏差失对作业项目的理解出现偏差

仪器设备使用方法未完全掌握

失
分
原

未全面掌握检查方法

原
因

未全面掌握检查技术要点

提示：没有真正理解每个作业的目的、要求和原理，致使在实际
作业中不规范，动作不到位。 13



机电维修-车轮定位项目成绩表

年份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合格率%
规定时间内完

完成率%年份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合格率%
成作业的队数

完成率%

2018 99 04 28 09 73 41 85 13% 116（148） 78 38%2018 99.04 28.09 73.41 85.13% 116（148） 78.38%

2019 99.5 0 74.34 88.89% 110（144） 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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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定位项目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1、选手对车辆定位需要满足的条件不理解，导致定位前检查在走流程。很明

显的不符合作业条件的车辆状态很多选手检查不出来显的不符合作业条件的车辆状态很多选手检查不出来。

2、选手对作业项目的检查标准和检查方法没有深刻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在底

盘检查中很多项目点检查了，但没查出问题，原因是方法不对和检查不到

位。

3、老师在日常教学中有些基础作业标准和工具使用规范没有灌输给学生，导

致学生操作错误。例如：紧固拉杆调整锁紧螺丝，需要使用扭力扳手和固定致学 操作错误 例如 紧固拉杆调整锁紧螺 需要使用扭力扳手和固定

一侧，比赛中不少选手却直接使用开口扳手没有固定另一侧去紧固。

4 选手的灵活性欠缺 主要表现在发现故障后没有采取最佳处理方法 例如4、选手的灵活性欠缺。主要表现在发现故障后没有采取最佳处理方法。例如

车辆不在转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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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维修-拆装项目成绩表

年份 最高分 平均分 合格率%
规定时间内完
成作业的队数

完成率%
成作业的队数

2018 94 68.32 75.68% 86（148） 58.1%

2019 98 67.21 75.00% 79（144） 54.9%

根据2019年发布的竞赛规则，发动机拆装赛项与2018年完全相同，连续三届赛项内容没有改
变 今年竞赛用发动机气门的接触面状况与去年情况完全 样 有加工过（接触面和位置不变。今年竞赛用发动机气门的接触面状况与去年情况完全一样，有加工过（接触面和位置不
正常），也有没有加工过的（接触面和位置均正常）。

但另外设计了两个故障点。

一）凸轮轴机油润滑油路堵塞。

二）第六和九道凸轮轴轴承盖错装。



拆装项目中选手作业中存在的问题：

细节决定成败，一些选手的扣分率较高，主要是作业要求没弄清
楚，检查方法不正确，不到位。例如：
1 有些选手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作业单 没有按照作业单指定的1、有些选手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作业单，没有按照作业单指定的
气缸和气门组进行拆装与测量，导致拆错、测错气门组和气门。
2、紧张导致部分选手专用工具使用出现偏差 严重影响装锁片的拆装2、紧张导致部分选手专用工具使用出现偏差,严重影响装锁片的拆装
速度，甚至无法完成汽门组的安装工作。
3、拆装气门组件时，没有按照零件拆装顺序合理的摆放在摆放盘
内，导致安装时进排气门及气门挺柱安装位置错位，影响气门间隙的
正确性以及气门和气门座的密封性。
4 高度尺的正确使用上还有少部分选手没有完全掌握4、高度尺的正确使用上还有少部分选手没有完全掌握。



故障诊断项目

整体情况

今年比赛车型为通用别克威朗，车型变化的第3年；今年的诊断项目试题部分选
用往年比赛的试题 难度和往年增加；故障点数量不变 但是比赛整体的得分率用往年比赛的试题，难度和往年增加；故障点数量不变。但是比赛整体的得分率
比去年提高，整体完成率比去年明显上升。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故障范围
①发动机控制
②车身电器系统

①发动机控制
②空调控制系统

①发动机控制
②空调控制系统

①发动机控制
②空调控制系统

故障描述
①发动机无法起动
②后雾灯不亮

①发动机无法起动
②空调不制冷

①发动机无法起动
②空调不制冷

①发动机无法起动
②空调不制冷②后雾灯不亮 ②空调不制冷 ②空调不制冷 ②空调不制冷

有无DTC 有 无、有 无、有 无、无

整体难度 ★★★★ ★★★ ★★★ ★★★★

平均得分率 47% 30％ 40％ 41％

作业完成率 20% 14％ 43.4％ 11％

※整体难度主要是综合考虑时间因素及故障点，故障涉及原理及检查方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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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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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手能力的定位

基于中职学生的特点，一名优秀的中职学生应能达到接近或等同于在维

修站内能够自己独立参阅维修资料，在技术总监或班组长指导下准确完

成检查作业并找到故障部位的维修技师水平。

对赛题难度的定位

基于以上，对赛题综合难度（技术难度及作业难度）的定位是：选手查

阅维修手册的相应章节，能够通过准确的检查，在一定的分析基础上，

判断并找到故障点 并说明排除方法或直接排除判断并找到故障点，并说明排除方法或直接排除。

赛题设定的原则

注重基础：主要还是考察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检查/诊断能力的掌握；

难度适中：基本不涉及较复杂及深入的背景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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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察点主要考察点

发动机控制系统：

基本诊断方法；基本电路分析（GMLAN 点火系统故基本诊断方法；基本电路分析（GMLAN，点火系统故

障） ；基本控制信号及控制原理；零部件/线路（点火

模块搭铁电路）检查方法；基本数据流的理解和运用。

空调控制系统：

基本诊断方法；基本电路分析（空调蒸发箱温度传基本诊断方法；基本电路分析（空调蒸发箱温度传

感器，空调压缩机继电器） ；电路/元件检查方法及工

具仪器使用；维修手册及电路图使用； 对实际车辆线

路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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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中的主要问题

去年第二年赛项内容的调整，造成选手故障诊断能力下降；今年是第三年使用别克威朗

车型，整体成绩提高较快。比赛中部分选手表现出了很强的故障逻辑分析能力和临场应

变能力，能根据基本原理进行排查，最终找到问题点。这样的选手即便未能全部做完2个变能力，能根据基本原理进行排查，最终找到问题点。这样的选手即便未能全部做完2个

故障（6个故障点），也已经充分体现了个人能力和指导老师的水平。当然还是有相当部

分选手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GMLAN故障诊断经验不足

前二年比赛中引入了发动机管理系统与诊断口的连接是通过GMLAN网络，此处的对

地短路故障为导致单模块（ECM）无法诊断仪进入 今年大多数选手对此故障的诊断缺乏地短路故障为导致单模块（ECM）无法诊断仪进入；今年大多数选手对此故障的诊断缺乏

正确的诊断思路。可能反映出对比赛方案的理解出现偏差，但也反映出对发动机管理系

统的整体性理解不够全面

2，诊断的流程和检测步骤及方法，如门框搭铁点的选择

3，手册的应用

22



• 了解客户的抱怨

• 验证是否是问题，什么问题

• 初步检测

• 精确测量

• 确认故障

• 修复

• 验证维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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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M 诊断策略

详见维修手册6.2.2.1 
诊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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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没问

题了维修过程中的一般流程及所需能力

根据确定的故常规检查点火、点车型配置、零部故障码、数据、部 根据确定的故
障点，进行作
业和更换
验证维修结果

常规检 点火 点
火、零部件、尾
气、
输入和输出波形、
信号模拟等

车 配 零部
件、电路图、故障
引导、操作规范等

故障码、数据、部
件驱动、OBD等

信号模拟等

客户抱怨—
初步检测-
路试

技术资料的使用和读解
结构 原理

各种检测仪器的操作
器件位置和电路图的使用

工具选择与
使用客户抱怨

故障现象的
描述

路试
相关设备选择和使用
相关技术内容的读解

结构、原理
检测要求、方式、标准
数据

器件位置和电路图的使用
测量线路的连接
综合数据分析

使用
拆装规范和
工艺25



一等奖中排名与单项成绩的关系一等奖中排名与单项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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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成绩94.87296.47491.66789.10377.24484.29585.25694.55188.46292.62878.52677.24480.1289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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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看，

机械拆装 92 89 98 85 88 87 87 78 83 92 84 85 87 87

从统计看，
1，各单项成绩都好的，排名也靠前
2，个别单项稍差的，不一定排名太差，不要因单项的失误影响其他项目
3，四个单项由一人完成，对指导老师和选手都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给

他们增加了胜出的机会。 26



车身修复赛项

年 年成绩 览表2017年-2018年成绩一览表

最高分 平均分 及格人数 及格率最高分 平均分 及格人数 及格率

2017 90.21 62.51 61/107 61.5%

2018 90.41 63.51 69/107 64.5%

2019 93 06 68 84 76/107 71%2019 93.06 68.84 76/107 71%

总体来说 成绩较往年有所提高总体来说，成绩较往年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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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修复赛项

电子测量项目引入激光测量系统 选手 以 选 只有西北1、电子测量项目引入激光测量系统，选手可以二选一。只有西北
经济不发达地区选手接触到相应设备和车辆少，未取得好成绩。
2 板件更换项目在焊接环节增加焊烟抽排净化设备 比赛环境得2、板件更换项目在焊接环节增加焊烟抽排净化设备，比赛环境得
到改善。部分成绩不理想的原因一是选手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
要求练习。各个焊接方法中的基本操作手法不熟练；二是指导教要求练习。各个焊接方法中的基本操作手法不熟练；二是指导教
师对车身中应用的各种焊接方法不熟悉，不能有效指导选手改进
出现的问题。如焊丝在出口的堆积造成焊丝卷乱丝。
3、门板修复项目中部分选手收火过多，造成高低点缺陷。这些失
分点主要与选手粗心大意、未能规范使用量具有关。
4 另外 门板修复刷涂墨汁后的打磨次数和力度有所增加 这样4、另外，门板修复刷涂墨汁后的打磨次数和力度有所增加，这样
更清晰看到平整度，减少争议。
5、个别选手利用停表规则多次报“问题”，导致延时过长5、个别选手利用停表规则多次报 问题 ，导致延时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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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涂装赛项

年份 不合格(低于60%)
合格 良好 优秀

(60%-79%) (80%-89%) (高于90%)( ) ( ) (高于 )

2017
34 52 20 0

32% 68%

2018
43 56 11 0

39.1% 60.9%

2019
34 61 12 1

31.5% 68.5%

成绩相对2018年有所提高，由于修改了比赛流程，免磨工艺的使用相对时间较充裕，选手流
程、打磨效果都有所提升

格

29

1、不合格选手减少7.6%
2、合格(60%-79%)、良好(80%-89%)、优秀（高于90%）选手都有增加，合格选手比例增加了8%。



损伤处理过程、微调过程、做底效
果、调色效果比2017、2018年有提高

清漆效果比2017、2018
年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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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涂装赛项

1、损伤处理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环氧底漆施涂厚度太薄；旧漆膜未完
全去除，去除时使用刮刀或粗砂纸的痕迹没有消除；羽状边不平滑、形状不规则
原子灰打磨方法不正确；打磨砂纸有粘砂纸的情况；除尘和除油不彻底 表面或者原子灰打磨方法不正确；打磨砂纸有粘砂纸的情况；除尘和除油不彻底，表面或者
边角仍存有大量灰尘；部分5S作业不到位等。

2、喷涂过程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中涂底漆或清漆固化剂量添加不正确；
喷涂中涂底漆之前没有使用粘尘布或者粘尘布没有完全摊开再折叠使用 闪干时间喷涂中涂底漆之前没有使用粘尘布或者粘尘布没有完全摊开再折叠使用；闪干时间
不足；喷枪吹漆膜表面；水性底色漆或清漆量不够；边角未能有效遮盖；喷涂后气
管未复位。

3、水性银粉底色漆、清漆喷涂过程，存在的问题包括：水性漆添加稀释剂时
加溶剂型稀释剂；未使用粘尘布或者粘尘布使用不正确；使用吹风枪吹清漆表面；
边角、外侧未能有效遮盖，喷涂程序增加自流平底漆，难度有所上升，在喷涂清漆边角、外侧未能有效遮盖，喷涂程序增加自流平底漆，难度有所上升，在喷涂清漆
前确保自流平底漆和色漆完全干燥的掌握不佳等。

4、面漆喷涂结果，存在的问题包括：损伤位置已经选择较易的位置，但原子
灰的平整度不够 有的工件有严重砂眼 喷涂后砂纸痕现象较严重等

31

灰的平整度不够，有的工件有严重砂眼；喷涂后砂纸痕现象较严重等。



2015-2019年各赛项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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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赛项5年的年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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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学和大赛中的几点想法

1.大赛由于条件所限，尽管我们每年有意根据生产实际改变某
些科目 但这也仅是实际工作中的几个点 而每次改变后当些科目，但这也仅是实际工作中的几个点，而每次改变后当

年
的成绩都明显下降，而且明显看到选手仅会按照老师教的框

框框
作业，稍有变化和意外就不能处理。在交流中感到老师更看

重重
的可能是比赛的结果（反映出对知识运用、大赛规程、相关

标
准的正确问题） 而企业则看重的是作业的思路是否清晰和准的正确问题），而企业则看重的是作业的思路是否清晰和

作
业流程是否合理规范。以及选手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业流程是否合理规范。以及选手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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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学和大赛中的几点想法

2. 资源对个别人的过度倾斜与普惠教育的结合（把大赛所用的企
业标准贯彻到所有人的教育中），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业标准贯彻到所有人的教育中）， 切为了学生，为了 切

学
生，教育不是为少数人的，全员学生参与与教学考察结合起

来来
3. 考虑到西部学校的客观情况，此次比赛中仍沿用了对完全不能

操作的选手可在裁判指导下完成比赛的惯例，体现了比赛本
身身

也是学习和交流平台的初衷。建议在以后的比赛中，选手可
根

据自 己的情况，主动提出类似请求，我们将按此惯例处理。
4. 帮助西部学校提高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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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赛方案的设想

• 总体原则：

生产岗位实际需求与教学大纲要求结合 确定考核内容• 生产岗位实际需求与教学大纲要求结合，确定考核内容

• 以中职学生应掌握内容和要求为基本出发点，减小难度，注重基本规范、以中职学生应掌握内容和要求为基本出发点，减小难度，注重基本规范、

流程和思路

• 对以往某些项目做适当加减，减小学校、教师和选手负担，保障选手尽可

能参见全面教学，避免为比赛而偏废学业能参见全面教学，避免为比赛而偏废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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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职国赛 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维
修大赛

机电维修、车身修复和车身涂装3个大项

修大赛

汽车机电维修 车身修复 车身涂装

1.整车定期维护-定期维护、一般检查，
30分钟，25%

2.车轮定位与调整，30分钟，20%

1.车身电子测量和校正

40分钟，30%

车身型号待定

1.门皮损伤区处理

70分钟车轮定位与调整 分钟

车型待定
车身型号待定

2.喷涂底漆、水性底色

2.发动机某一部分的拆装、检查
（含测量）及组装，30分钟，25%

机型待定

2.板件更换

40分钟，40%

漆、清漆

50分钟

3.诊断-发动机、整车电气、空
调 3.受损门板修复

3.水性底色漆微调

70分钟调

40分钟，30%

车型待定

40分钟，30%

分



车身修复（钣金）赛项
1.车身电子测量与校正项目

调整内容：更换一款B级车车身（具体车身型号待定）调整内容：更换 款 级车车身（具体车身型号待定）

调整原因：

1）2013款赛欧车型已停产多年，新参与学校难以采购到该款车身；1）2013款赛欧车型已停产多年，新参与学校难以采购到该款车身；

2）目前大赛原使用车身已使用七年，前纵梁位置多处出现断裂、变形、金属疲劳现象，难以

符合比赛要求符合比赛要求;

2.受损门板修复项目

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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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板件更换项目3.板件更换项目

调整内容：

1 钢板焊接环节增加一款智能气体保护焊机 作为二选一 原设备1.钢板焊接环节增加一款智能气体保护焊机，作为二选一，原设备

仍可使用；

调整原因：

之前的气体保护焊机 用了 届 目前 停产1）之前的气体保护焊机已用了11届，目前已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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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2019年方案基• 维持2019年方案基

本不变

• 工件由翼子板更换• 工件由翼子板更换
为门皮（具体型号
目前待定）

• 门皮的使用稳定
性，由志愿者负
责 与选手无责责，与选手无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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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赛方案的设想

• 机电-定期维护项目：

维护赛项以车辆 涉 到的维护项 为基础 以常见易损易耗品的• 维护赛项以车辆60000km涉及到的维护项目为基础，以常见易损易耗品的

检查、拆装、更换为主要项目，大家训练可以此为准。减去原来的空调

和底盘检查项目。比赛具体内容将根据时间和现场条件确定，但作业数

量将适当减少量将适当减少

• 采取先在赛项规程中公示维护项目的范围，然后在赛前规定时间内（比采取先在赛项规程中公示维护项目的范围，然后在赛前规定时间内（比

如一个月）公布确定的具体比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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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赛方案的设想

底盘检查与车轮定位（仅是名称变更）

赛项维持2019年的基本方案不变 但检查和调整权重会增加赛项维持2019年的基本方案不变，但检查和调整权重会增加

机械拆装与测量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 根据维修手册完成比赛工单指定的作业内容（发动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根据维修手册完成比赛工单指定的作业内容（发动
机中某一分总成），包括拆装、测量以及可用性的判断，并填写维修记
录表。（目前发动机型号待定）

采取先在赛项规程中公示维护项目的范围，然后在赛前规定时间内（比
如一个月）公布确定的具体比赛项目

汽车故障诊断

赛项维持2019年方案不变，考核范围包括发动机（含发动机的诊断网络
车身 空 系 赛 其中 个系 核部分）、车身电气、空调系统，比赛时抽取其中两个系统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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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赛方案的设想

• 其他想法

1 是否可试用整车结合诊断盒设置故障1，是否可试用整车结合诊断盒设置故障

（目前正在成熟），减小设置时间，保证一致性

车 术2，为反应当前汽车技术的发展（共享、网络、

智能、电气四化），是否可增加一些这方面的

新元素（如混合动力），是台架还是整车？

世赛增加了一个模块I-电驱的模块
可与整车结合设置

3，试用电子评分系统（在完善阶段），先在

个别项目试用

可与整车结合设置
电源、元器件、线路故障

个别项目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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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技能比赛项目设置的变化1.世界技能比赛项目设置的变化

2.世界比赛项目设置的特点世界比赛项目设置的特点

3.世界技能比赛与国内比赛的特点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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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技能竞赛简介
1. 组织性质与结构：是一个非盈利会员协会组织，前身是“国际职业技能训练组织”，成立于

2. 上个世纪50年代，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发起，后改名为“世界技能组织（WSI）“,目前已有
78

3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今年还有增加） 至今以举办44届比赛3.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今年还有增加），至今以举办44届比赛。

4. 名称定义：该技能名称定义为汽车技术（The name of the skill is Automobile 
Technology）. 

5. 技能描述(见后面介绍）：5. 技能描述(见后面介绍）：

6. 参加人员：青年技工（23岁以下），指在车库和车间工作并在汽车维护方面有所特长的人

7. 评分标准：每个测试项目都有一个评分标准，依据条款5内定义的评估标准制定

8. 总的技能要求：8. 总的技能要求：

① 能够从纸质或电子版资料/手册（包括接线图），读取、解释和提取 技术数据和指令

② 使用及维护用于轻型汽车保养和修理的测量设备(机械及电气)

③ 选择及使用用于轻型汽车保养和修理的车间工具及设备，包括安全及维护③ 选择及使用用于轻型汽车保养和修理的车间工具及设备，包括安全及维护

④ 车间以口头，书面及电子方式交流

⑤ 书写例行程序文档，保证使用正确的语法及标点符号，并能完成标准汽车表格

⑥ 操作用于轻型汽车保养和修理的基本电脑（包括扫描工具）⑥ 操作用于轻型汽车保养和修理的基本电脑（包括扫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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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技能竞赛简介-基本出发点
现代轻型车辆的汽车技师 般会受雇于 家主要承接某 品牌的轻型车辆的维修厂 技师• 现代轻型车辆的汽车技师一般会受雇于一家主要承接某一品牌的轻型车辆的维修厂，技师
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能主要集中于该品牌的轻型车辆。但是，根据维修厂的业务状况和
业务范围，他们可能同样承接其他品牌的轻型车辆。汽车技师同样可能会在并不专门检修
某些特定品牌的汽车修理店和维修车间工作 在这类维修店或维修车间里 技师们会接触某些特定品牌的汽车修理店和维修车间工作。在这类维修店或维修车间里，技师们会接触
到许多品牌的车辆，使用可替换的设备、部件和材料。-多车型的要求

• 经培训且有才能的轻型车辆汽车技师将会保养和维修各种品牌的轻型车辆。对于诊断、维
修和更换部件方面的工作 根据维修车间的类型 技师们可能会使用整车制造商提供的设修和更换部件方面的工作，根据维修车间的类型，技师们可能会使用整车制造商提供的设
备、部件、材料和操作程序。因此，根据一个维修车间与整车制造商的关系，技师的工作
经验可能会很深，或者很宽泛，或者两者兼备。在每一个汽车维修店和维修车间，成功的
标志是按时间、正确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以及重复的业务来衡量的。-规范和需求标志是按时间、正确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以及重复的业务来衡量的。 规范和需求

• 大多数汽车维修店和维修车间的业务都比较小，或者都是以成本为主要考量，他们都是很
在意财务参数的。轻型汽车领域是不稳定的，与广泛的经济状况有关，且很深地受到技术
的先进性和环保意识的影响 掌握熟练技能的汽车技师们了解该领域不断变化的最新状的先进性和环保意识的影响。掌握熟练技能的汽车技师们了解该领域不断变化的最新状
况，包括车辆的性能、行驶安全性或者绿色能源等。技师们将深度理解车辆的电气和电子
系统以及各系统的集成，具有体能、协调和动作技能，且是多面手。技师们将被安排承担
更多的复杂诊断工作，处理最先进的车辆以及融入最新技术的车辆或系统等。这样的人员更多的复杂诊断工作，处理最先进的车辆以及融入最新技术的车辆或系统等。这样的人员
会被快速提升并担当更为高级的角色，例如培训师、技术总监、计划者和/或经理。

-新知识和未来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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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赛组织机构

成员全体大会

董事会（执行
局）局）

常设委员会 技能管理计
划”由首席 比赛项目共分为6

个大类

战略委员会：
根据世界技能组
织确定的目标提

竞赛委员
会：

与竞赛相

专家领导的
技能管理小
组制定。
技能管理小

个大类：
1.结构与建筑技术
2.创意艺术和时
尚、

织确定的目标提
出可行的战略方
针和行动计划

处理与竞赛相
关的所有事务

技能管理小
组包括裁判
长、首席专
家和理首席

尚、
3.信息与通信技
术、
4.制造与工程技
术

飞机维修
汽车维修-钣金
汽车喷漆家和理首席

专家
术、
5.社会与个人服
务、
6.运输与物流

汽车喷漆
汽车技术-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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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比赛汽修项目介绍

44届（2017） 43届（2015）
42届（2013）

45届（2019）在44届8个模块的基础上，增加了I模块-电驱的台架 49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

45届（2019）在44届8个模块的基础上，增加了I模块-电驱的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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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具体要求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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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比赛项目设置的特点赛项

1，知识面和作业范围宽,几乎涉猎车辆在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

所有系统（6-8个模块，每个模块涉及多个方面）

2，更从实际作业出发，讲究安全、健康、清洁、合理

3，每个考核的模块都设有多个故障点（如下页举例）

4，讲究维修手册的合理使用、故障判断的逻辑性以及检测（测量）

的合理与正确

5，讲究作业的规范性（操作、工具选择和使用）

6，时间长（2-3小时/模块），项目相对完整

7，零的时间提前以及英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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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特点：
1，系统覆盖多—面宽1，系统覆盖多 面宽
2，每个系统包含所有可能点—点多
3，强调健康、安全、规范、手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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