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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汽车技术学校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教学评价指导

意见稿

一、引言

随着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汽车营销专业

作为中职学校的重要学科之一，其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未来的职

业发展和行业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汽车营销专业的教学水平，确

保教学质量与学生能力培养的同步提升，特制定本教学评价指导意见。

二、教学评价原则

1.实用性原则：教学评价应紧密围绕汽车营销岗位的实际需求，

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与考核。

2.综合性原则：评价内容应涵盖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团队协作

能力、创新思维及职业道德等多个方面。

3.发展性原则：教学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当前表现，更要着眼

于其未来发展潜力，鼓励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探索与创新。

4.公平性原则：确保评价过程的公正、透明，采用多元化评价方

式，避免单一成绩评价带来的片面性。

三、教学评价内容与标准

1.理论知识评价：

考核学生对汽车基础知识、市场营销理论、消费者行为学等核心

课程的掌握程度。

采用闭卷考试、开卷作业、在线测试等形式，结合案例分析，检

验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



2.专业技能评价：

评估学生的汽车销售技巧、客户服务能力、市场调研与分析能力

等。

通过模拟销售场景、客户接待演练、市场调研报告撰写等方式进

行。

3.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评价：

考察学生在团队项目中的角色扮演、沟通协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小组项目、团队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进行综合评价。

4.创新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评价：

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的营销策略，解决实际营销问题。

通过创意策划比赛、营销方案设计、案例分析报告等形式进行评

价。

5.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评价：

强调诚信经营、客户至上、团队合作等职业价值观的培养。

通过日常行为观察、职业道德案例分析、职业素养自评互评等方

式进行。

四、实施建议

1.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结合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企业

评价等多维度，形成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

2.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加校企合作项目、实习实训机会，让学

生在真实或模拟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3.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引入在线学习平台、虚拟仿真软件等现代

技术手段，丰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率。

4.持续反馈与改进：建立定期的教学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学生、

教师及企业的意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

五、结语

汽车营销专业教学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教师、学生

及企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本指导意见旨在为中职学校汽车营销专

业的教学评价提供一个框架性参考，希望各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

应用，共同推动汽车营销专业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为社会培养更多

高素质的汽车营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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