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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制度背景下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学习评价体系
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宁彬程　高　乾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广西 贵港 537000）

摘要：在科技迅速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汽车行业也迅速崛

起，汽车的构造与维修逐渐复杂化，这对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提

出了挑战，汽车发动机与维修课程的学习也需要相应的改变。汽

车发动机与维修课程学习评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本文将对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重点阐述：1+X 制度的意义、汽车发动机构造

与维修课程学习评价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希望通过本文

的探索与研究能够为中职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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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一直是中职学校汽修专业学生必

须要掌握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教导学生关于汽车发动机构造的

理论知识以及维修的专业技能，要求学生能够独立的对汽车发动

机进行拆卸和组装，还需要学生能够针对发动机的构造进行诊断。

为了顺应教育的发展，这门课程的学习评价也需要相应的改变，

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一、1+X 制度的意义

1+X 制度是为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而出现的一项重要

政策制度，1+X 的制度中“1”代表学历证书，是每个职校学生具

备的证书，而“X”代表的是多种职业技能证书，它鼓励学生多方

面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X 制度一方面提高了职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增强了职校学

生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与产业、社会需求的吻合度，鼓励职校培

养复合型的人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职校培训模式、评价模式以

及课程设置等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了产教融合政策，贯彻落实国

家对职校的相关政策。

二、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学习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职业学校教师过度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核

中职院校的课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专业课和公开课，这两

个部分的课程应该区别进行考核评估，但是大部分的教师统一对

公开课和专业课进行考核评估，采取 70% 的笔试成绩以及 30% 的

出勤、作业成等绩，教师更注重知识理论基础的考核，学生拥有

专业技能却没有得到考核的机会，不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能结合进行学习。也有部分教师为评价而评价，将学习评价作

为任务没有创新，学生没有进步的空间，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

发展。

（二）评价形式单一

大部分中职院校的学习评价流于表面，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

果进行简单的评价，缺少企业单位以社会角度的评价和学生对自

我的评价，学生不能够全面的认识自己，使得学生容易在学习过

程中产生消极的情绪也缺乏应变能力。且教师更加在意学生的学

习成绩，一旦出现学生学习成绩不佳，课程教学效果不好的情况

大部分教师会认为是职业学校学生自身的原因，不仅无法提升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同时还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三、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学习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理论知识多元化评价

理论知识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很重要，是保证学生后续

工作正常进行的基础，因此学校需要注意社会和理论知识的相应

性，既要考察学生的公开课理论知识基础也要考察学生对汽修专

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多元化的进行评价，综合学生的到课率、学

习进步、作业完成情况等进行评价，更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可

以通过开闭卷考试对学生的理论知识进行考核，其次利用项目考

核学生的个人知识掌握和团队合作意识，多元化的评价更能调动

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

（二）职业技能评价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学生的课程需要重新的规划，相应的

评价体系也需要重新规划，需要考核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与产

业岗位所需要的技能是否相适应，例如学生对于汽车发动机结构

的组装和维修技能，还需要参考职业技能证书评定的标准，鼓励

学生边学习边考证，将学习课程与实际职业接轨。职业技能主要

由企业和学生自身负责考核，注重学习的过程，考核学生对产业

的实用价值以及具备的创新能力。

（三）职业素质考核

职业素质考核主要评估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以及诚信品质，

需要企业和学校在日常同时进行考核，对学生的日常表现以及诚

信度等进行评价，教导学生遵守企业与学校的规章制度。教师也

可以引导学生对自己进行评价，反思自身的问题，促进学生综合

能力和素养的提升。

四、结语

在 1+X 制度要求下，为了贯彻落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政

策方针，中职院校需要根据《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的教

学情况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为社会和企业培养符合发展的复合

型技术人才。需要针对学习评价中出现的问题，例如评价形式过

于单一、单方面的注重问题等进行及时的改善，从学生的理论知识、

职业技能以及职业素养三个方面进行多元化的评价，提高教师对

于评价的认知水平，提升《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的教学

效果，努力培养出社会和企业都认同的人才是中职院校的教学目

的，学校还需要紧跟时代的潮流，不断地优化和更新评价机制和

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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