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实践教学工作量分配和核算办法

一、实践教学工作量的分配办法

1、教学总编制数 其他成教京江大院 MMMMM  。

2、学院预留教学总编制数 M 中的 10％用于调控。各实验室超编制数 iC 按如下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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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 为各实验室核算的实践教学工作量；

iQ 为人事处核定的各实验室应完成的编制数。

二、实践教学工作量的核算办法

实践教学工作量包括实践教学（实验、实习及工程训练）的准备、教学指导、批改报告、

技术开发、指导书编写、试做报告及其它与实践教学有关的工作。

1、实验教学工作量计算

实验教学工作量 iT 按照如下计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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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难度系数（见表 1）；
P ——批次系数（见表 2），每个实验项目分 1～2批，每批 15人左右；

G ——每项实验的计划学时数；

N ——自然班级数（选修课按选修人数进行折算）。

表 1 实验难度系数表

实验类型 难度系数

演示性实验 1.1

学科（专业）

基础课

验 证 性 实 验 1.3

新 开 验 证 性 实 验 1.5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1.5

专 业 课 验 证 性 实 验 1.5



新 开 验 证 性 实 验 1.7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1.7

需长时间准备的实验（详见说明 4） 2

新开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2

表 2 实验批次系数表

每班开出批次数 1 批 2 批 3 批

P

1.3

（两人指导系数为

1.7，两人拆分）

2
2.6（详见

说明 6）

学院各实验室上机工作量按照教务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

2、认识实习及工程训练工作量计算

认识实习及工程训练工作量的计算办法参照实验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执行。对认识实习

各环节性质、难度系数、批次等的认定详见说明 8。
三、有关规定和说明

1、学科（专业）基础课实验与专业课实验的界定按照教务处下发的培养计划执行。

2、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界定按照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和机械学院组成的“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考核小组的审核意见执行；如果该年度新申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

目，需由该实验室提出书面申请，由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组织考核小组审核确定后方可

按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执行。

3、新开实验必须为该年度由本实验室提前书面申请并经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机

械学院和教务处共同审核批准后的实验项目，且该课程实验总学时数原则上不允许超过培养

计划所规定的学时数。

4、需长时间预热等准备的实验项目的界定或对确有难度的实验项目要求增加难度系数

的，需由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统一确定。目前经确认需长时间准备的实验项目有：注塑

成型、真空铸型、快速成型等。

5、每门课程开出的实验学时数以当前执行的本科培养计划上列出的实验学时数为准；

如果该年度培养计划有调整，则以调整后的培养计划为准。

6、在同一单元教学时间 1批讲解后分组指导的，批次仍按 1批计算。由于学院设备台

套数所限，目前经确认需分 3批进行指导的实验项目有：仪表与电路、现代仪器设计、机械

动力学、加工精度统计分析；对于单台套设备的实验项目，当班级人数不少于 32人时，原

则上按照 3批进行实验指导和工作量核算。

7、实验指导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批次数执行，如遇特殊情况实验批次不能按规定执行的，

需提前向综合办公室书面说明并申请更改，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8、认识实习及工程训练规定如下：认识实习或项目训练中的参观演示类单元视同演示

性实验；动手拆装类（每个学生均动手）、设计制作类（每个学生均动手）单元视同基础课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概论课、座谈交流视同理论教学（尽量合班进行）。

9、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综合办公室具体负责解释。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统

2023年 11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