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开放大学专科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 

实践教学环节实施方案 

 

一、培养目标 

实践教学环节是开放教育专科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培养目标

所必须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包括毕业实践（汽车维修）、毕业论文（汽车维修）、汽车维修

行业（中级）证书培训课，共有 13学分。 

1．毕业实践（汽车维修）是校企合作的具体体现，是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提高职业能力

的重要环节，是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举措。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要求学生到企业进行毕业实践的目的，

是通过企业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和岗位流程，让学生接受真正的职业

技能训练，通过实际工作岗位，梳理并归纳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

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以后的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毕业实践对学生的主要作用是： 

（1）初步形成符合本专业特点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 

（2）树立正确的就业意识和一定的创业意识； 

（3）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技巧，提高社会适应性； 

（4）进一步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

业能力；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5）接触认识社会，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工人师傅和工程技

术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敬业精神，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明确自己的社

会责任。 

2．毕业论文（汽车维修）是培养学生如下能力的重要环节，这些

能力主要是指：调查研究、查阅文献和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的能力；

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的能力；总结提高撰写专业论文的能力。 

3．汽车维修行业（中级）证书培训课 

本培训计划依据《汽车维修工》职业标准，适用汽车维修工（四

级）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本级别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操作技能训练，

培训学生能够识读零件装配图、绘制简单零件图；能对传统发动机、

底盘和汽车电器（电子点火系、电源系和启动系)进行故障诊断与检修；

能对车辆进行二级维护。 

 

二、实践环节一：毕业实践（汽车维修） 

(一)实践任务内容 

1．调查了解当前汽车行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掌握汽修各种维护

的内容(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 

2．了解一级维护的各项内容及维护流程； 

3．各种汽修专用设备和仪器的使用； 

4．学习掌握 4S店的汽修流程作业； 

5．完成一个实际的汽车维护或汽车维修项目。 

(二)实践安排与要求 

1．任务时间安排 

（1）实践时间：实践安排在第 5学期，在毕业论文前进行，时间

不得少于两周。 



（2）实践单位的选择 

任一家正规的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汽车 4S店或汽车修理厂（包括：

学生本人工作所在的企业），均可作为毕业实践单位。 

（3）实践方式 

由分部组织进行，应立足本地。要求指导教师认真负责，保证实

践质量。在集中实践时，可采用以下方式：  

①指导教师讲课 

针对学生实践中的问题，讲解较集中的与实践相关的专业课内容，

组织教学活动。 

②邀请汽车维修技术人员讲课 

结合汽车 4S 店或汽车修理厂实际，请具有丰富经验的汽修人员，

讲解汽车维修方面的技术问题和汽车维修行业发展状况等。  

③汽车维修实践 

完成一个实际的汽车维护或维修项目。 

2.学生撰写实践报告要求 

学生带着问题到汽车 4S店或汽车修理厂，调查了解当前汽车的发

展情况，掌握汽修各种维护的内容(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

了解一级维护的各项内容及维护流程；各种汽修专用设备和仪器的使

用；学习掌握 4S 店或汽车修理厂的汽修流程作业。通过观察、记录、

查阅资料、现场请教、实际操作等解决问题，得到锻炼。在毕业实践

结束后要求学生撰写实践报告。记录有关资料、数据及实践心得体会

等。报告要求内容翔实、语言流畅、观点明确，严禁抄袭。 

毕业实践报告图文共不少于 5000字。 

（1）实践笔记 

①学生应认真做好实践笔记，不断积累知识。实践过程中，每天



认真记录实践的内容、心得体会和发现的问题。 

②记录汽车维修技术人员讲课的内容、对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的个

人认识等。 

（2）实践报告 

实践结束后，参照实践笔记，学生撰写实践报告，实践报告中应

包括以下内容：  

①实践单位的基本情况：企业概况、布局、主要设备与仪器、人

员组成等；  

②汽修各种维护的内容(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及维护流

程； 

③各种汽修专用设备和仪器的使用方法； 

④4S店的汽修流程作业；  

⑤学生本人在毕业实践中的收获、体会，以及对企业经营与管理

的合理化建议。 

（3）实践报告格式要求 

①版面设置数据参考值：A4 纸，页边距分别为上、下各 2.6cm，

左、右各 3cm；页眉、页脚各 1.8cm。文字的行间距为 1.5倍行距，段

间距为 0。 

②封面：含标题、基层教学单位、专业、姓名、学号、时间等信

息，居中排版。 

③正文 

第一层次：1 级标题使用小二号黑体字体加粗，单倍行距，段前、

段后各空 24磅，题序和标题之间以顿号隔开； 

第二层次：2 级标题使用小三号黑体字体加粗，单倍行距，段前、

段后各空 18磅； 



第三层次：3 级标题使用小四号黑体字体加粗，单倍行距，段前、

段后各空 12磅； 

第四层次：4级标题使用小四号楷体字加粗； 

正文文字内容使用小四号宋体字体，文字的行间距为 1.5 倍行距，

段间距为 0。 

④图表 

图的编号由“图”字和从 1 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例如“图 1”等。

图应当有图题，并置于图的编号之后。图的编号和图题应当置于图下

方的居中位置； 

表的编号由“表”字和从 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如“表 1”、“表 2”

等。每张表应当有表题，置于表的编号之后。表的编号和表题应当置

于表上方的居中位置。 

3.指导教师资格和职责 

（1）指导教师资格 

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熟悉开放教育教学情况。

具有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且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有 3

年以上汽车专业教学经历或企业工作经历。 

（2）指导教师职责 

①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安排、指导学生的毕业实践环节。结合汽车

4S 店或汽车修理厂实际，邀请具有丰富经验的汽修人员，讲解汽车维

修方面的技术问题和汽车维修行业发展状况等。 

②指导教师在毕业实践前做好学生的动员工作，联系毕业实践单

位，带领学生进行参观实践或定期到实践单位，了解个别实践的学生

的实践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③针对学生毕业实践全过程的表现写出具体准确的评语，并给出



初评成绩。 

（3）指导教师工作量 

每名指导教师指导的同一届各类各层次学生总数：专职教师不超

过 20人，兼职教师不超过 15人。 

(三)考核与成绩评定 

参加毕业实践的学生应独立完成毕业实践报告。毕业实践结束，

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毕业实践笔记、毕业实践报告、学生毕业实践

过程中的表现综合评定成绩。根据学生撰写提交的毕业实践报告的规

范性、内容的正确性、整体质量等进行考核、写出评语，由指导教师

给出考核成绩。毕业实践成绩采取五级记分和评语相结合的办法。 

1．不参加实践或累计缺席三分之一时间的学生，不予评定成绩，

凡不及格者不能取得实践学分。   

2．凡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为不及格： 

（1）未参加毕业实践活动； 

（2）实践过程中严重违反纪律、违反操作规程并造成严重安全事

故者； 

（3）毕业实践期间学生因故累计有三分之一时间未参加实践者； 

（4）未提交反映毕业实践成果的毕业实践报告，毕业实践报告图

文共少于 5000字者。 

（5）实践报告内容不完整； 

（6）有剽窃、抄袭、下载、代写、代抄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凡毕业实践成绩未及格或要求重做者，可根据所在基层办学单位

实践教学安排计划，在学籍有效期内进行。 

3.毕业实践成绩分为 5个档次：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指导教师根据以下标准进行评审后，给出学生毕业实践成绩： 



（1）优秀（90-100 分）：毕业实践报告的内容正确、有独立见解

或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提交的毕业实践报告

格式规范、内容详实、整体质量高。 

（2）良好（80-89分）：毕业实践报告的内容正确、有较强的独立

工作能力；提交的毕业实践报告格式规范、内容详实、整体质量较高。 

（3）中等（70-79分）：毕业实践报告的内容正确、独立工作能力

一般；提交的毕业实践报告格式比较规范、内容比较完整、整体质量

一般。 

（4）及格（60-69分）：毕业实践报告的内容无原则性错误；独立

工作能力尚可；提交的毕业实践报告格式基本规范、内容基本完整、

整体质量欠佳。 

（5）不及格（59 分及以下）：毕业实践未完成规定的任务，不满

足要求或有原则性错误；提交的毕业实践报告格式不规范、内容拼凑、

质量差。 

 

三、实践环节二：毕业论文（汽车维修） 

(一)实践任务内容 

独立撰写 1篇论文，题目自拟，论文题目不超过 22字，题目应简

洁明了，具有概括性。可以参考的论文题目（需要修改）如下： 

1.发动机排放技术的应用分析 

2.汽车怠速不良及故障排除 

3.柴油机电子控制系统的发展 

4.我国汽车尾气排放控制现状与对策 

5.发动机自动熄火的诊断分析 

6.汽车发动机的维护与保养 



7.柴油机微粒排放的净化技术发展趋势 

8.汽车污染途径及控制措施 

9.现代发动机自诊断系统探讨 

10.上海通用别克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11.现代伊兰特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12.广本雅阁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13.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诊断与维修 

14.帕萨特 1.8T排放控制系统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15.广本雅阁排放控制系统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16.汽车发动机怠速成抖动现象的原因及排查方法探讨 

17.汽车排放控制系统的检修 

18.上海帕萨特 B5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诊断与维修 

19.论汽车检测技术的发展 

20.奥迪 A6排放控制系统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21.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22.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诊断与维修 

23.标致 307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诊断与维修 

24.捷达轿车发动机常见故障分析与检修 

25.汽车转向盘摆振故障分析 

26.防抱死系统在常用轿车上的使用特点分析 

27.汽车的常用转向系统的性能分析 

28.汽车手动变速箱故障故障诊断 

29.安全气囊的发展与应用 

30.汽车制动系统故障诊断 

31.机电液一体化技术在汽车中的应用 



32.丰田系列 ABS故障诊断方法的探讨 

33.汽车四轮定位的探讨 

34.上海通用别克转向系统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35.上海通用别克制动系统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36.电控悬架系统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37.标致 307手动变速器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38.上海通用别克悬架与车桥故障分析与检修 

39.电控自动变速器的结构控制原理与维修 

40分析轮胎性能对汽车行使的影响 

41.汽车转向系课件设计 

42.汽车 ABS综述 

43.汽车蓄电池的维护与故障控制 

44.信息技术在汽车中的应用 

45.汽车点火系统故障诊断 

46.汽车空调技术浅析 

47.氧传感器故障检测 

48.电子点火系统的诊断与维修 

49.论车身控制系统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50.论底盘控制系统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51.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结构控制原理与检修 

(二)实践安排与要求 

1.任务时间安排 

（1）实践时间：实践安排在第 5学期，在毕业实践后进行，时间

不得少于 4周。 

（2）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要求 



学生带着问题到汽车 4S店或汽车修理厂，开展调查研究，通过仔

细观察、现场请教、实际操作、查阅专业期刊等搜集、分析资料，提

出解决措施或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要求获取的参考文献或资料不少于

20篇（份）。毕业论文篇幅（含图文）不少于 5000字。 

（3）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1）封面：含标题、基层教学单位、专业、姓名、学号、时间等信

息，居中排版。 

2）摘要、目录、正文的格式、字体、字型及字号要求 

①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标题：居中，4号宋体加粗； 

摘要正文：小 4号宋体字，限一页； 

关键词： 3-5个，中间用“逗号”分开，小 4号宋体加粗。 

②目录 

目录标题：居中，三号宋体加粗 

目录内容：内容包含正文一、二级标题、参考文献标题、致谢标

题、格式小四宋体，1.5 倍行距(限一页，需要时可调整行距)，要求页

码正确无误并对齐。 

③正文 

正文及标题格式要求： 

标题级别 

一级标题 

层次代号 

一、 

字体 

宋体三号加粗(顶格) 

二级标题 （一） 宋体小三号加粗(顶格) 

三级标题 1、 宋体四号加粗(缩进 2字符) 

四级标题 （1） 宋体小四号(缩进 2字符) 

正文  宋体小四号(首行缩进 2字符) 

④参考文献、页眉 

参考文献标题：宋体四号加粗(顶格)，另起一页； 

参考文献内容：宋体五号(首行缩进 2字符)； 



页眉从正文开始,采用宋体五号字居中书写，并在下方加一横线。 

奇数页的页眉书写：重庆开放大学 x x分校（或工作站）x x届毕

业论文 

偶数页的页眉书写：论文的题目，如：论汽车检测技术的发展 

页码从正文开始按阿拉伯数字连续编排，摘要、目录等前置部分

单独编排无需页码。 

⑤致谢 

致谢标题：宋体四号加粗(顶格)另起一页致谢内容：宋体小四(首

行缩进 2字符) 

3）段落及行间距要求 

正文段落和标题一律取“1.5倍行距”，参考文献为单倍行距。 

(为排版美观的需要可对一部分的文本行距作微调) 

4）页面设置 

页边距：上下左右均为 2.5cm，装订线 0.5cm，装订线位置左。 

5）图表 

图的编号由“图”字和从 1 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例如“图 1”等。

图应当有图题，并置于图的编号之后。图的编号和图题应当置于图下

方的居中位置； 

表的编号由“表”字和从 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如“表 1”、“表 2”

等。每张表应当有表题，置于表的编号之后。表的编号和表题应当置

于表上方的居中位置。 

3.指导教师资格和职责 

（1）指导教师资格 

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熟悉开放教育教学情况。

具有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且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有 3



年以上汽车专业教学经历或企业工作经历。 

（2）指导教师职责 

①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安排、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实践环节。结合

汽车 4S店或汽车修理厂实际，请具有丰富经验的汽修人员，讲解汽车

维修方面的技术问题和汽车维修行业发展状况等。 

②指导教师在毕业实践前做好学生的动员工作，联系毕业实践单

位，带领学生进行参观实践或定期到实践单位，了解个别实践的学生

的实践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③针对学生毕业实践全过程的表现写出具体准确的评语，并给出

初评成绩。 

（3）指导教师工作量 

每名指导教师指导的同一届各类各层次学生总数：专职教师不超

过 20人，兼职教师不超过 15人。 

(三)考核与成绩评定 

参加毕业论文实践环节的学生应独立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实

践环节结束后，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毕业论文阶段的表现和毕业论

文质量综合评定成绩。根据学生撰写提交的毕业论文的规范性、内容

的正确性、实用价值、整体质量等进行考核、写出评语，由指导教师

给出考核成绩。毕业论文成绩采取五级记分和评语相结合的办法。 

1.未提交毕业论文的学生，不予评定成绩，凡不及格者不能取得实

践学分。   

2.凡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为不及格： 

（1）未提交毕业论文； 

（2）毕业论文图文共少于 5000字者； 

（3）毕业论文内容不完整； 



（4）有剽窃、抄袭、下载、代写、代抄或其它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凡毕业论文成绩未及格或要求重做者，可根据所在基层办学单位

实践教学安排计划，在学籍有效期内进行。 

3.毕业论文成绩分为 5个档次：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指导教师根据以下标准进行评审后，给出学生毕业实践成绩： 

（1）优秀（90-100 分）：毕业论文的选题有新意、论文有独立见

解；提交的毕业论文格式规范、内容详实、整体质量高。 

（2）良好（80-89分）：毕业论文的选题正确、有一定价值；提交

的毕业论文格式规范、内容详实、整体质量较高。 

（3）中等（70-79分）：毕业论文的内容正确、有一点价值；提交

的毕业论文格式比较规范、内容比较完整、整体质量一般。 

（4）及格（60-69分）：毕业论文的内容无新意；毕业论文格式基

本规范、内容基本完整、整体质量欠佳。 

（5）不及格（59 分及以下）：毕业论文没有价值，篇幅不达标，

内容拼凑、质量差。 

 

四、实践环节三：汽车维修行业（中级）证书培训课 

(一)实践任务内容 

模块 1 机械制图 

培训主要内容： 

1. 理论教学内容 

（1）零件图绘制知识； 

（2）零件装配图知识。 

2. 技能实训内容 

（1）根据实物绘制简单的零件图； 



（2）根据实物读懂零件的装配图。 

 

模块 2机械常识 

培训主要内容： 

1. 理论教学内容 

（1）力学基础知识； 

（2）常用机械传动和机构基础知识； 

（3）液压传动的基础知识； 

（4）零件的常见损伤形式与测量。 

2. 技能实训内容 

（1）曲轴磨损、弯曲测量； 

（2）气缸磨损测量； 

（3）万用表的使用； 

（4）液压制动系统维护。 

 

模块 3 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检修 

培训主要内容： 

1. 理论教学内容 

（1）发动机各主要总成、零件的工作原理； 

（2）电控发动机的基础知识； 

（3）发动机各系统的零件拆装和检修； 

（4）发动机竣工验收； 

（5）发动机各油、电路综合故障诊断排除。 

2. 技能实训内容 

（1）电喷发动机燃油系常见故障排除； 



（2）汽油发动机竣工验收。 

 

模块 4底盘故障诊断与检修 

培训主要内容： 

1. 理论教学内容 

（1）传动系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行使系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转向系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4）制动系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5）传动系、行使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各主要总成的的拆装和检

修方法； 

（6）传动系、行使系、转向系和制动系的故障诊断方法。 

2. 技能实训内容 

（1）变速器（二轴）拆装与检修； 

（2）差速器、主减速器、转向桥的拆装和检修； 

（3）制动总泵、分泵的拆装和检修； 

（4）制动盘、鼓、片、手制动拉索的拆装和检修。 

  

模块 5 发动机运行电器系统检修 

培训主要内容： 

1. 理论教学内容 

（1）电气及电子理论知识； 

（2）启动系与电子点火系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检修启动系与电子点火系各零件。 

2. 技能实训内容 



发电机与启动机的拆装与检修。 

  

模块 6 车辆二级维护 

培训主要内容： 

1. 理论教学内容 

（1）二级维护作业项目； 

（2）二级维护技术要求； 

（3）二级维护检验内容。 

2. 技能实训内容 

车辆二级维护。 

 

 (二)实践安排与要求 

1. 任务时间安排 

实践时间：实践安排在第 4学期，在毕业实践和毕业论文前进行，

时间不得少于 4周。 

2. 培训要求与培训方式建议 

模块 1 机械制图 

（1）培训要求 

通过本模块技术培训，使培训学生能够： 

① 根据图纸要求绘制简单零件图； 

②识读零件装配图。 

（2）培训方式建议 

① 理论教学：除一般常规课堂教学方式外，部分培训内容可利用

实物教学工具，通过讲授、辅导练习教学方法，达到绘制简单的零件

图、读懂零件的装配图教学目的。 



② 技能实训：本模块建议可开展根据实物绘制简单的零件图、根

据实物读懂零件的装配图等实训项目。每个教师可带教 12名学员。 

 

模块 2 机械常识 

（1）培训要求 

通过本模块技术培训，使培训学生能够： 

① 了解常用机械传动结构基础知识； 

② 了解液压传动基础知识； 

③ 熟悉易损件测量方法。 

2、培训方式建议 

① 理论教学：除一般常规课堂教学方式外，部分培训内容可利用

实物教学工具，通过讲授、辅导练习教学方法，达到钳工操作、量具

使用和轴承和螺纹的认知教学目的。 

② 技能实训：本模块建议可开展液压制动系统维护（含放空气）、

易损件测量、万用表的使用等实训项目。每个教师可带教 12名学员。 

 

模块 3 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检修 

（1）培训要求 

通过本模块技术培训，使培训学生能够： 

① 能熟练拆装和检修发动机各系统的零件； 

② 了解发动机各系统的故障诊断；能进行传统发动机复杂的油路

和电路综合故障排除（桑塔纳的电子控制点火系的故障排除）； 

③ 能进行发动机竣工验收。 

（2）培训方式建议 

① 理论教学：除一般常规课堂教学方式外，部分培训内容可利用



实物教学工具，通过讲授、辅导练习教学方法，达到掌握发动机各总

成工作原理、检修方法的教学目的。 

② 技能实训：本模块建议可开展运用真空表排除发动机故障、汽

油机油电路综合故障排除、汽油发动机竣工验收、柴油机竣工验收、

电喷发动机燃油系常见故障排除等实训项目。 

 

模块 4 底盘故障诊断与检修 

（1）培训要求 

通过本模块技术培训，使培训学生能够： 

①对传动系、行使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各主要总成的的拆装和检

修； 

②对传动系、行使系、转向系和制动系的故障诊断。 

（2）培训方式建议 

①理论教学：除一般常规课堂教学方式外，部分培训内容可利用

实物教学工具，通过讲授、辅导练习教学方法，达到底盘工作原理、

故障排除、零件的拆装与检修教学目的。 

②技能实训：本模块建议可开展变速器（二轴）拆装与检修；差

速器、主减速器、转向桥的拆装和检修；制动总泵、分泵的拆装和检

修；制动盘、鼓、片、手制动拉索的拆装和检修等实训项目。 

 

模块 5 发动机运行电器系统检修 

（1）培训要求 

通过本模块技术培训，使培训学生能够： 

熟练拆装、检修启动系、电源系与电子点火系各零件。 

（2）培训方式建议 



①理论教学：除一般常规课堂教学方式外，部分培训内容可利用

实物教学工具，通过讲授、辅导练习教学方法，达到熟悉启动系与传

统点火系的基本作用、组成与基本电路；掌握灯光、喇叭的基本电路

与调整教学目的。 

②技能实训：本模块建议可开展桑车分电器的检修、发电机与启

动机的拆装与检修等实训项目。 

 

模块 6 车辆二级维护 

（1）培训要求 

通过本模块技术培训，使培训学生能够： 

熟练车辆二级维护操作。 

（2）培训方式建议 

①理论教学：除一般常规课堂教学方式外，部分培训内容可利用

实物教学工具，通过讲授、辅导练习教学方法，达到熟悉二级维护的

作业项目、技术要求、检验内容教学目的。 

②技能实训：本模块建议开展实车二级维护实训项目。  

3.指导教师资格和职责 

（1）指导教师资格 

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熟悉开放教育教学情况。

具有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且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有 3

年以上汽车专业教学经历或企业工作经历。 

（2）指导教师职责 

①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安排、指导学生参加《汽车维修行业（中级）

证书培训课》实践环节。 

②指导教师在开展实践环节前做好学生的动员工作，认真授课，



并注意掌握学生的培训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③针对学生证书培训课实践全过程的表现写出具体准确的评语，

并给出初评成绩。 

（3）指导教师工作量 

每名指导教师指导的同一届各类各层次学生总数：专职教师不超

过 20人，兼职教师不超过 15人。 

(三)考核与成绩评定 

1. 不参加实践或累计缺席三分之一时间的学生，不予评定成绩，

凡不合格者不能取得实践学分。   

2. 证书培训课成绩分为 2个档次：合格、不合格。 

（1）凡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为不合格： 

①未参加证书培训课学习活动； 

②实践过程中严重违反纪律、违反操作规程并造成严重安全事故

者； 

③实践期间学生因故累计有三分之一时间未参加实践者； 

④专业理论知识不扎实，没有掌握有关操作技能。 

（2）全程参加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操作技能训练，能够识读零件

装配图、绘制简单零件图，能对传统发动机、底盘和汽车电器（电子

点火系、电源系和启动系)进行故障诊断与检修，能对车辆进行二级维

护，成绩合格。 

凡实践成绩未合格或要求重做者，可根据所在基层办学单位实践

教学安排计划，在学籍有效期内进行。 

五、存档和提交内容 

(一)存档内容 

基层办学单位将实践教学环节资料(毕业实践报告、毕业论文、证



书培训课考核资料等)存档保存，以备重庆开放大学查验。 

(二)提交内容 

实践教学环节成绩由重庆开放大学负责终审。 

基层办学单位将《实践教学环节成绩登记表》（附录 1），由重庆开

放大学教师终审合格签字后，才算实践教学环节成绩合格。 

  



 

附录 1： 

                    实践教学环节成绩登记表 

                   基层办学单位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 

序号 学   号 姓   名 题  目 成  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基层办学

单位意见 

 

 

 

 

 

填表人：   

 

基层办学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重庆开放大

学意见 

 

 

 

 

 

 

 

验收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