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管理与评价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环境管理与评价

专业代码：420805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者。

三、基本修业年限

全日制三年。

四、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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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

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等行业的

环境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人员、环境影响评价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环境影响

评价、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或调查、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编制和环境工程监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六、培养规格



（一）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

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

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

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二）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相关知识；

（3）掌握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清洁生产审核、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建设项目环境监理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4）掌握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划方案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

（5）掌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方法；

（6）掌握清洁生产审核的方法；

（7）掌握环境应急与风险防范方法；

（8）掌握环境工程监理的方法；

（9）了解最新发布的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三）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能够制定监测方案、处理统计监测数据；

（4）能够分析建设项目特点、识别环境影响、核算污染物产排量、预测对环境影

响、制定建设项目或者规划方案的环境保护措施；

（5）能够依据规范编制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6）能够为企业提供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7）能够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8）能够指导、监督环境工程施工，编制环境监理报告；

（9）具有本专业需要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七、课程设置与学时安排

（一）课程设置

本专业课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1.公共基础课程

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将思想政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育、军事理

论和军训、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心里健康教育等列入公共基础必修课，将劳动

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应用文写作、信息技术、高等数学、英语、健康教育、美育教育、

职业素养等列入必修课或选修课。如表 2所示

表 2 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本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根据大学生成长的基

本规律，以高职学生的成才为核心，主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法治观

教育；阐述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和价值导向，进行道德观教育；

阐述法律基本理论知识，进行法治观教育。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帮助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

内容，帮助学生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伟大的理论成果，是

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帮助学生领悟中国梦的思想内涵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历史使命。

3 形势与政策

根据教育部社政司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围绕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以及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

焦点问题来确定。

4 大学生军事理论与技能

本课程主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家安全教育；主要理论教

学内容包括： 国际战略环境、中国军事思想、中国国防、兵役法基

本知识、信息化战争、军事高科技等。

5 体育
遵循“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学习基本的体育理

论以及田径、球类、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基本知识、技术、技能。



6 大学英语（参考）

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传授二级系统的语言知

识(语音、语法、词汇、篇章结构和语言功能等)，对学生进行全面、

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听、说、读、写、译)，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英

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7 计算机应用基础（参考）

主要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操作系统的功能和使用、文字处

理软件的功能和使用、电子表格软件的功能和使用、PowerPoint 的

功能和使用。

8 应用文写作（参考）

了解什么是应用文，应用文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种类；熟悉各

类常用应用文书的文体格式、写作方法和写作规律，明白“为何写

写什么怎样写”；提高分析、评鉴能力，提高各类常用应用文体尤

其是事务文书和日常应用文书的写作与运用技能。

9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

按照教育部下发的《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

的文件精神，内容基本上涵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准备、就

业创业政策、报到流程、职业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等模块。

2.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并涵盖相关的实践性

教学环节。

（1）专业基础课程。

环境保护概论、基础化学、环境生态学、环境监测、环境微生物、环境污染治理技

术、环境工程 CAD。如表 2所示。

表 3 专业基础课程

序号 专业基础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环境保护概论

环境污染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水环境、土壤、大气、固

体废物污染和物理污染及其防控对策，环境管理、环境质量评价与环

境监测，环境保护的新理念，如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电

子垃圾的污染及处理等。

2 基础化学

稀溶液的依数性、电解质溶液、缓冲溶液、滴定分析、化学反应

的能量变化、方向和限度、化学反应速率、氧化还原与电极电势、原

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共价键与分子间作用力、配位化合物、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胶体溶液等基本理论知识。

3 环境生态学

生物与环境、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

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

干扰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污染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监测与生态风险

评价、生态系统管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内容。

4 环境监测
水质监测和分析、大气环境监测、土壤环境监测、固体废物监测、

生物污染监测、环境监测新技术发展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5 环境微生物
环境与工程中各种生物处理方法的微生物机理，水体富营养化的

硝化、反硝 化、除磷机理新概念和新工艺选择；应用微生物学的基



础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中发现和出现的问题；固定化微生物、微生物

絮凝剂、沉淀剂等的开发与应用及微 生物能源的开发与应用。

6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
污水处理技术、废气处理技术、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工业废弃物

处理技术、噪音防治技术等污染物控制的重要方法。

7 环境工程 CAD

环境工程领域 AutoCAD 的相关命令、操作方法与技巧，通过对大

量实例的逐步讲解，使学生能够轻松掌握相关的知识点和技能点。环

境工程实训项目。让学生可以通过模仿实例和提示完成实训项目。

（2）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包括：生态恢复与生态工程技术、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建设工程环境监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如表 4所示。

表 4 专业核心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专业核心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生态恢复与生态工程技

术

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恢复及其与生态工程的关系；森林生态

恢复技术、草原生态恢复技术、荒漠与绿洲生态恢复技术、近海与海

岸生态恢复技术、河流与湖泊生态恢复技术、小流域治理与生态恢复

工程技术、湿地生态恢复技术、道路交通生态恢复技术等；生态工程

建设监理。

2 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辨识，现场踏勘；工程分析；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环

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保护措施分析论证；环评文件编制；评审报

批

3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审核的定义、原则、作用和对象；生产过程评估；替代

方案产生，替代方案评价；能源审计；清洁生产审核的程序；清洁生

产审核报告的编制

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验收中的方法与

要求；验收中的环境标准；验收监测（或调查）方案的编制；验收监

测（或调查）报告的编制

5 建设工程环境监理

环境监理的理论基础；环境监理的基本内容和编制程序；环境监

理的技术方法；以及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水环境环境保护措施、固体

废物管理措施、噪声控制措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体系；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设备；环境污染事故

应急救援防护；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事故应急教育、培训和

演练；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响应。

（3）专业素质和职业拓展课程

专业素质和职业拓展课程：实验基本技能、环境数据统计、环保设施运营与管理、

企业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学、环境规划学。



表 5 专业素质和职业拓展课程

序号 专业素质和职业拓展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实验基本技能

实验仪器的认识、洗涤与干燥；化学试剂的分类、存放与取

用；称量仪器；使用方法与维护；容量仪器的校正与使用；加热、

冷却操作与温度的测控；搅拌、搅拌器与搅拌装置；干燥与干燥

剂；化合物分离方法与基本技术；溶液 pH 值的测定与控制；试管

实验基本技术；化学制备实验仪器的装配；大型分析仪器的使用

与维护。

2 环境数据统计

概率、随机变量、联合分布、期望、极限定理、抽样调查、

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数据汇总、两样本比较、方差分析、分类

数据分析和线性最小二乘等。

3 环保设施运营与管理
污水处理、大气污染控制、固废处理、噪音防控的污染防治

工艺选择与设备维护运行管理。

4 企业环境管理

我国环境管理发展及机构体制，环境法律、制度与标准，建

设项目环境管理（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施工环境监理及

污染源监察），排污申报核算及排污收费，企业环境风险及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行业污染特点及企业环境管理等内容。

5 环境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概论、经济学的有关基础理论、环境费用与环境

成本、环保投资与环境效益、环境效益费用分析、环境经济系统

分析、环境经济政策、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环境建设项目经济

分析与评价、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环保产业与环保融资、环境

与环境经济指标体系。

6 环境规划学

环境规划的工作程序及其法规和标准体系；空间布局理论与

功能区划、环境规划的数学理论、环境规划生态理论、环境规划

科学信息理论、环境规划循环经济理论和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

大气环境规划、水环境规划、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噪声污染

控制规划、土地资源保护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

（4）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设计和社会实践等。实验实训主

要是课内实训和期末课程集中实训，设置有环评 CAD 课程设计、环境监测综合实训、清

洁生产审核实训、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实训、环境影响评价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

实习包括企业顶岗实习等，如表 6所示。

表 6实践性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环评 CAD 课程设计 完成模仿实例和提示完成实训项目



2 环境监测综合实训

水环境监测、大气监测、固体废弃物监测、噪音监测综合实

训；监测方案制定、样品采样要求、指标监测技术和方法，监测

数据分析，监测报告编写。

3 环境影响评价综合实训

实际项目为依托，完成项目辨识，现场踏勘；工程分析；环

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保护措施分

析论证；环评文件编制；评审报批

4 清洁生产审核课程设计

清洁生产审核的定义、原则、作用和对象；生产过程评估；

替代方案产生，替代方案评价；能源审计；清洁生产审核的程序；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编制

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课

程设计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体系；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设备；环境污染

事故应急救援防护；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事故应急教育、

培训和演练；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响应。

6 毕业论文

环境评价与环境监测领域论文选题；资料收集、整理与利用

的能力；按照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摘要、引言、正文等规范要

求撰写论文。

7 企业顶岗实习

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

导师的带领下，开展水环境监测、大气监测、固体废弃物监测、

噪音监测等实际工作；参与项目辨识，现场踏勘；工程分析；环

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保护措施分

析论证；环评文件编制；评审报批等工作。

（二）能力证书和职业证书要求

表 7 能力证书和职业证书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备注

1 市政施工员 重庆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 中级 必选

2 水处理工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级 可选

3 化学检验工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级 可选

注：必选的职业资格证书至少一个

（三）课证、课赛融通的融通分析

1.“课证融通”的课程矩阵

表 8 课证融通的课程体系

职业资格证书或

技能等级证书
知识点 课程 1 课程 2 课程 3 课程 4 课程 5

市政施工员

环保工程项目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竣
工验收、生态保护技

术

建设工
程环境
监理

环评
CAD 制
图

建设项
目竣工
环境保
护验收

生态恢
复与生
态工程
技术

环境法
规

水处理工

监测方案、样品采样
要求、指标监测技术
和方法，监测数据分
析，监测报告编写

基础化
学

环境监
测

环境污
染治理
技术



化学检验工
化学分析、仪器分
析、监测数据分析

基础化
学

环境监
测

实验基
本技能

环境数
据统计

2.“课赛融通”的课程矩阵

表 9 课赛融通的课程体系

市级以上技能竞

赛项目
知识点 课程 1 课程 2 课程 3 课程 4 课程 5

巴渝工匠杯-工

业分析

化学分析、仪

器分析、监测

数据分析

基础化

学
环境监测

实验基本

技能

环境数据

统计

巴渝工匠杯-水

环境监测与治理

环境污染治理

技术、化学分

析、仪器分析、

监测数据分析

环境污

染治理

技术

基础化学 环境监测
实验基本

技能

环境数

据统计

（四）学时安排

总学时安排在 2400-2600 学时，每 16-20 学时折算 1学分。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不小

于总学时的 25%，实践性教学学时不小于总学时的 50%，其中顶岗实习累计时间为 6

个月，可集中或分阶段安排。选修课学时不小于总学时的 10%。

1.教学活动分期时间安排表

表 10 教学活动分期时间安排表 单位：周

项目

学期

课内教学周 集中实践教学周 合计（周）

周数 学分
理论教

学学时

实践教

学学时

周平均

学时数
周数 学分 周数 学分

一 17 16.5 198 162 21.2 3 4 20 20.5

二 20 26.5 284 164 22.4 0 0 20 26.5

三 18 25.5 270 138 22.6 2 2 20 27.5

四 16 22.5 280 88 23.0 4 4 20 26.5

五 4 4 64 0 16.0 16 16 20 20

六 20 20 20 20

社会实践 1 1

总计 75 96 1032 552 45 46 120 142

2.实践教学安排表

表 11 实践教学安排表 单位：周

序号 名称 总周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备注



1 3 4 5 6

1 入学教育与军训 3 3

2 环评 CAD 课程设计 2 2

3 清洁生产审核课程设计 2 2

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课程设计 2 2

5 环境监测综合实训 4 4

6 环境影响评价综合实训 6 6

7 毕业论文 6 6

8 顶岗实习 20 20

总计 46 3 0 2 4 16 20

3.教学课程学时（学分）比例统计表

表 12 课程学时比例统计表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课程门数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公共基础课
必修 10 24 500 172 328

选修 4 15 240 112 128

专业基础课
必修 7 24 384 272 112

选修

专业核心课
必修 6 24 384 288 96

选修

集中实践课 必修 7 42 840 840

专业拓展课程 选修 7 13 192 160 32

合计 41 142 2540 1004 1536

公共基础课学时占总学时比例（%）>25% 29.1

实践学时占总学时比例（%）>50% 60.5

选修课学时占总学时比例（%）>10% 17.0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表 13 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专业三年制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性

质

考核

类型

学

分

按学期分配基准学时

课内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总学

时

理

论

实

践

上

机



学

时

学

时

公

共

基

础

课

1
军事技能

训练

必

修
考查 2 112 0 112 112

2 军训理论
必

修
考查 2 36 4 32 36

3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必

修
考查 3 48 32 16 48

4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必

修
考查 4 64 48 16 64

5
形势与政

策

必

修
考查 1 48 24 24 24 24

6
体育

(1)(2)(3)

必

修
考查 6 80 0 80 32 32 16

7 安全教育
必

修
考查 2 32 16 16 16 16

8
大学生健

康教育

必

修
考查 2 32 16 16 16 16

9

职业规划

与就业指

导

必

修
考查 1 16 16 8 8

10 高等数学
限

选
考试 4 64 32 32 64

11
基础英语

(1)(2)

限

选
考试 6 96 60 36 48 48

12
计算机应

用技术

限

选
考查 2.5 40 40 40

13
应用文写

作

限

选
考查 2.5 40 20 20 40

14
创新创业

模块

必

修
考查 1 32 16 16 32

小计 39 740 284 416 40 420 256 56 8 0 0

专

业

基

础

1
环境保护概

论

必

修
考查 2 32 32 32

2 基础化学
必

修
考试 4 64 64 64



课
3

环境生态学

基础

必

修
考查 4 64 64 64

4 环境监测
必

修
考试 4 64 32 32 64

5
环境工程微

生物

必

修
考查 2 32 16 16 32

6
环境工程

CAD

必

修
考查 4 64 32 32 64

7
环境污染治

理技术

必

修
考试 4 64 32 32 64

小计 24 384 0 128 256

专

业

核

心

课

1
环境影响评

价

必

修
考试 4 64 48 16 64

2 清洁生产
必

修
考查 4 64 48 16 64

3

生态恢复与

生态工程技

术

必

修
考试 4 64 48 16 64

4

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

验收

必

修
考试 4 64 48 16 64

5
建设工程环

境监理

必

修
考试 4 64 48 16 64

6
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

必

修
考查 4 64 48 16 64

小计 24 384 288 96 0 64 328

集

中

实

践

课

程

1
环评 CAD 课

程设计

必

修
考查 2 40 40 40

2
清洁生产审

核课程设计

必

修
考查 2 40 40 40

3

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

课程设计

必

修
考查 2 40 40 40

4
环境监测综

合实训

必

修
考查 4 80 80 80

5
环境影响评

价综合实训

必

修
考查 6 120 120 120

6 毕业论文
必

修
考查 6 120 120 120

7 顶岗实习
必

修
考查 20 400 360 400



小计 42 840 0 0 0 40 80 320 400

职

业

拓

展

课

程

1 社会实践
任

选
考查 1

2
实验基本技

能

限

选

考查
2 32 32 32

3
环境数据统

计

限

选

考查
2 32 32 32

4
环保设施运

营与管理

限

选

考查
2 32 32 32

5
企业环境管

理

限

选

考查
2 32 32 32

6 环境经济学
限

选

考查
2 32 32 32

7 环境规划学
限

选

考查
2 32 32 32

小计 13 0 64

合计 142 420 448 448 448 424 400

九、教学基本条件

（一）师资队伍

1.专职教师

目前有专职教师 8 名（不含公共课）。其中高级职称 5 名，中级职称 3 名,硕士 7

名，博士 1名，专职教师中 90%以上拥有“双师”素质。专业教学团队中有 2 名注册环

评工程师。

2.兼职教师

目前兼职教师共计 4名，主要来自于中国医药设计研究院重庆分院、重庆重庆天星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机械设计第三研究院、四川新盛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专兼

职比例为 2:1。

（二）教学设施

1.教室要求

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资源

表 14 校内实训资源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水环境检测与治理技

术综合实训平台

THEMJZ-1 型水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综合实训平

台
2

水质检测实验室

分光光度计、多参数水质分析仪、BOD 分析仪、

水质浊度仪、溶氧仪、pH 计监测器、消解器、高

压灭菌锅、马弗炉、超纯水仪、真空泵

40

水处理实验室 微生物显微镜、BOD5 分析仪 40

水处理仿真软件 水处理仿真软件一套 40 个节点

室内环境检测实验室 室内空气检测 20

表 15 校外实训资源

序号 基地名称 地点
实习规模（最大

容纳人数）
实习（实训）类别

1 四川科盛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 10 环评实习、顶岗实习

2 重庆新创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 10 监测实习、顶岗实习

3 重庆正和绿源环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 10 监测实习、顶岗实习

4 重庆天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 10 环评实习、顶岗实习

（三）教学资源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学校建立有专业教师、

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加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

用教材。

开发网络教学资源 6个（专业教学资源库、网络课程等），其中市级在线开放教学

资源 1个，校级在线课程资源 3个。

学校图书馆配有专业相关图书，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

等工作的需要， 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行业政策、法律法

规、规范标准、学术期刊、实务案例图例类等。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群）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教学方法。环境评价与

咨询专业课程实践性很强，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更新教学观念，改变过去灌输式的常

规教学法，将启发引导、分组讨论、角色扮演、现场示范、案例分析等教学法有机结合，

坚持学中做、做中学。

（五）教学评价

本专业的专业课程采用过程考核和终结考核相结合。理实一体化课程注重过程考

https://www.so.com/link?m=bJTJzkeZh%2B5Z%2FHMQjJXVBgiXgRyny8F5%2FCVZiuVJXeYMFoLScW8iY%2BvZ%2FnB6ZnthFQXq2LK8EluS27yMV1%2FP4TqRbYjwJhMiIodiyNrzK3%2BC0ksaMtXJbrWjRPZ1ghvlNCS0LpVXAFyJCcCXNFhTgZjcV%2FYNcLtDCLfVm5lzk63%2BgffFIx6M10sVsB6ywW44ppvRisfNgN7Ji7SO%2FHG1XzPpxoE6uTcnK0v1miuEW103VpHB0QrncJAY3OV8Bl%2BlJHLZSWkPCeGry1EjmP%2BKoqZ4hJwaJ7mcw8lqOlL2l%2F7pM1pFWB1N70FBpWglMLUB7atPC5fMFTBrySYd%2Fwg0SL7g%2BtCs%3D
https://www.so.com/link?m=bJTJzkeZh%2B5Z%2FHMQjJXVBgiXgRyny8F5%2FCVZiuVJXeYMFoLScW8iY%2BvZ%2FnB6ZnthFQXq2LK8EluS27yMV1%2FP4TqRbYjwJhMiIodiyNrzK3%2BC0ksaMtXJbrWjRPZ1ghvlNCS0LpVXAFyJCcCXNFhTgZjcV%2FYNcLtDCLfVm5lzk63%2BgffFIx6M10sVsB6ywW44ppvRisfNgN7Ji7SO%2FHG1XzPpxoE6uTcnK0v1miuEW103VpHB0QrncJAY3OV8Bl%2BlJHLZSWkPCeGry1EjmP%2BKoqZ4hJwaJ7mcw8lqOlL2l%2F7pM1pFWB1N70FBpWglMLUB7atPC5fMFTBrySYd%2Fwg0SL7g%2BtCs%3D


核，将课程按技能模块进行考核；理论性课程注重笔试答卷和汇报答辩相结合；集中实

践性课程采用技能测试和总结答辩相结合。

学校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

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在教学过程

中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专业教研室充分利用评价

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六）质量管理

1.建立行企校合作的专业建设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定期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

课程标准，完善教学基本要求。

2.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改，健全听课、评教、评学制度。

3.定期召开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对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

十、毕业要求

1.按培养方案修完所有必修课程并取得相应学 140 学分。

2.取得相应能力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3.参加半年的顶岗实习并且成绩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