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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修订说明 

 

一、修订必要性 

机动车驾驶培训直接关乎道路交通安全发展基础，关乎

人民群众学车学驾需求，是交通运输行业重要的服务领域之

一。2016 年 8 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印发了《机动车

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交运发〔2016〕128 号），为加

强机动车驾驶培训与考试的有效衔接、规范培训教学考试活

动提供了有力支撑，已成为各地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协

同推动机动车驾驶培训与考试服务升级、培养安全文明高素

质驾驶员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和重要工作指引，在提高机动车

驾驶员综合素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机动车驾

驶考试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学车学驾需求日益多

元，对机动车驾驶培训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式等提出了

新的要求。道路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已将从业

相关培训内容纳入机动车驾驶培训范畴，公安部修订的《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 2021 年第 162 号）

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提出增加轻型牵引挂车准驾驶

车型（C6），调整部分车型的考试项目等改革措施，都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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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教学大纲》）内容调整

提出相应要求。为此，亟需结合相关改革部署和机动车驾驶

培训发展变化，尽快修订《教学大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学驾需求。 

二、修订原则 

一是坚持安全底线。以培养安全文明高素质驾驶员为核

心，以增强学员安全文明意识、提升驾驶操作技能、培养良

好驾驶习惯为导向，深刻汲取近年来道路交通事故教训，聚

焦强化素质教育、避免依考定培，防止为考试而培训，将安

全文明素质教育贯穿培训教学全过程，进一步强化防御性驾

驶、应急处置等培训要求，切实把好道路交通安全第一道关

口。 

二是坚持便民惠民。在保证普遍性、基础性驾驶培训教

学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学员个性化、差异性需求以及初

学和增驾培训差异，分类施策、精准施教，适度调整部分增

驾车型理论培训的学时要求，避免重复培训，精简考核环节，

为学员学驾提供便利。 

三是坚持统筹衔接。既做好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

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全国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等有关法规政策的衔接，也要对标道路

交通法规调整、道路交通发展环境变化、机动车准驾车型调

整、汽车新技术发展应用等新形势、新要求，统筹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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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相关内容。 

四是坚持改革创新。兼顾改革发展和从业要求，统筹推

动普货驾驶员职业素养与驾驶培训深度融合。积极利用虚拟

现实、移动互联等新技术，稳妥有序推进教学模式创新，丰

富教学场景设置，增强培训互动性、适配性和吸引力，持续

推进驾培行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三、修订过程 

为做好《教学大纲》修订工作，2020 年以来，我司组织

多方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先后赴 14 个省份实地调研，同时

聚焦重点人员开展线上问卷调查，全面了解《教学大纲》落

实情况、存在问题和修订需求，厘清了修订思路，形成了修

订初稿。近期，我司书面征求了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驾培机构、部属单位等各方意见。先后 3 次通过

视频形式听取了典型省份、驾培机构、教练员、行业协会和

有关专家的意见建议。结合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反复修改完

善，形成了修订征求意见稿。 

四、修订主要内容 

此次修订坚持安全底线、便民惠民、统筹衔接、改革创

新的工作原则，遵循优服务、可量化、易操作、能落地的要

求，进一步加强了涉及安全驾驶能力培训的基础内容，增加

了不同行驶状态、典型道路环境等的防御性驾驶方法，强化了

培训与考试制度的内容衔接，增加了 C6 准驾车型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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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时要求，调整了 A1、A2、A3、B1、B2、C2、C5 等准

驾车型培训要求，补充了部分增驾车型理论培训学时要求，

规范了培训教学重点环节服务要求，精简了结业考核环节，

调整了教学日志，适度优化调整了驾驶模拟设备教学学时和

部分准驾车型培训总里程，融入了普通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