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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品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素华、李丽娟、贺蕊霞、张艳金、任方媛、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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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基地建设与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基地建设过程中建筑布局、人员、设备设施和数字化建设的要求，

通过评价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给出了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基地建设的总体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基地（以下简称“教育基地”）的建设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9 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部分：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68—201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劳动教育  labor education 

面向学生开展的以体力劳动为主、以动手实践为基本方式，旨在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

动品质的教育活动。 

4 总体原则 

合理规划 

根据地方区位特点、经济条件、产业经济发展特色、人才供给状况等实际因素，因地制宜、科学布

局、整合资源，合理设计教育基地的规模、档次和类型，满足劳动教育定制化培养等功能。 

独立管理 

按照企业化模式运营，在人员、设备、经费、管理、教学等方面独立运作、独立核算，具备企业生

产服务、先进技术转移服务等职能。 



T/CS XXX—2025 

2 

知行合一 

教育基地的规划布局、环境布置、计划制订、课程开发、师资建设、学生评价、管理模式和管理标

准，能体现劳动教育的“理论+实践结合”的特点和要求。 

5 建筑布局 

基本要求 

5.1.1 选址 

宜选择交通便利、周边配套齐全；也可选择在学校、企业内部或政府规划的其他区域。 

5.1.2 功能布局 

应以符合劳动教育培养目标为基本要求，兼顾技能鉴定、生产和技术服务、宣传等功能。各功能区

布局面积适宜、功能齐全、布局合理。 

建筑结构 

5.2.1 教育基地建筑结构安全等级应符合 GB 50068—2018中二级的规定。 

5.2.2 新建或扩建的建筑应按照安全等级进行结构设计及建设；改建建筑不应改动原建筑承重结构，

改建后应由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5.2.3 同一建筑物内的结构构件宜与整个结构采用相同的安全等级，部分结构构件根据其重要程度和

综合经济效果允许进行适当调整。 

分类、面积与功能要求 

教育基地应设置实践区域、办公区域和辅助区域，亦可根据教育基地的功能定位增加相应区域，如

茶歇区、展示接待区等，相关内容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区域分类、面积与功能要求 

区域类别 场所名称 
场所面积 

m
2
/人 

功能 要求 

实践区域 

劳动教育实

践教学区 
1.8～2.5 

开展专业日常生活劳

动技能教学、生产劳动

技能教学、志愿服务劳

动技能教学的实施 

——根据相应教学目标需要设立多个独立教学

区，并按项目内容关联性布局； 

——每个独立教学区满足相应技能教学的需求； 

——设置区域信息展示区，实行看板管理； 

——独立教学区内根据需要设置学习研讨区； 

——独立教学区面积、设备台套数等应经过核

算，并按生产和服务流程布局设施设备 

学习交流区 0.8～1.2 

用于劳动教育实践教

学过程中短时间集中

研讨学习 

——设置在合适的位置，方便多个独立教学区共

用； 

——配备相应的学习交流设施设备和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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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区域分类、面积与功能要求（续） 

区域类别 场所名称 
场所面积 

m
2
/人 

功能 要求 

实践区域 
教学物料存

放区 
0.02～0.1 

用于劳动教育实践教

学过程中短时间内闲

置物品、生产加工材料

等存放和管理 

——单独设立、分类存放； 

——有特殊存储规定的物品存放符合相关规定

要求； 

——配备有相应的材料存放及管理设施设备等 

办公区域 

普通办公室 9 
用于工作人员日常办

公和对外开展业务 

包括但不限于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资料室

等功能室 
管理人员办

公室 
20 

辅助区域 - 根据实际 

以服务劳动教育工作

为基本原则，同时兼顾

教学管理、宣传展示、

休息接待、环保安全 

包括但不限于展示接待区、更衣区、茶歇区、废

料区等场所 

 

采光 

应符合 GB 50033的规定。 

照明 

应符合 GB/T 50034 的规定。 

通风 

应符合 GB 50736的规定。 

消防安全 

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的规定，消防安全标识设置应符合 GB 13495.1的规定。 

无障碍 

无障碍设计应符合 GB 50763 的规定，无障碍设施标识设置应符合 GB/T 10001.9 的规定。 

6 人员 

配备要求 

6.1.1 应配备与教学规模相适应的人员。宜包括教学经理、教学助理和教学老师。 

6.1.2 应配备培训经理 1 名，培训助理共 1 名，教学老师与学生比例宜为 1∶12至 1∶18。 

教学经理 

6.2.1 岗位职责 

教学经理的岗位职责应包括： 

—— 教育基地独立成本核算与管理，控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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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劳动教育教学体系，组织行动领域教学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 组织设计教学方案并与各合作方沟通，协调教育教学的时间、内容与目标等； 

—— 教学质量的监督与管理； 

—— 关注劳动教育与专业技术发展趋势与要求。 

6.2.2 任职条件 

教学经理的任职条件应包括但不限于： 

—— 从事劳动教育或企业内部培训管理相关岗位，具备资深管理工作经验； 

—— 熟悉职业劳动教育的开发、组织、实施、质量监控等工作； 

—— 对职业劳动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有深刻的理解。 

教学助理 

6.3.1 岗位职责 

教学助理的岗位职责应包括： 

—— 制定学生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完成相应考核； 

—— 负责学生信息录入与教学成绩管理工作； 

—— 负责学生考试信息申报与管理等工作； 

—— 负责学生教学相关信息的咨询工作； 

—— 负责物料采购及仓库管理工作。 

6.3.2 任职条件 

教学助理的任职条件应包括但不限于： 

—— 具有劳动教育管理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 熟悉职业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过程控制等工作； 

—— 有亲和力和沟通能力； 

—— 有信息录入和数据管理能力； 

—— 具备的组织与协调能力。 

教学老师 

6.4.1 岗位职责 

教学老师职责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 负责教育基地设备维护与保养，安全供电、防火防盗、环境保护等工作； 

—— 设计教学项目，确定教学目标、内容与载体，制定项目考核方案； 

—— 准备教学所需的全部资料，包括设备、材料、资料、场地、学生信息等； 

—— 实施教学，达成教学目标； 

—— 进行教学项目评价与改进； 

—— 负责专业技术教学区域的维护与保养工作； 

—— 负责数字化信息的录入工作，包括教学的准备、实施、过程管理、结果评价及改进和区域维

护保养等； 

—— 负责学生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6.4.2 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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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老师任职条件应包括： 

—— 熟悉职业劳动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 

—— 承担过企业专业技术工作； 

—— 具备生产工作经验； 

——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7 设备设施 

不同区域的设备设施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设备设施要求 

区域类别 场所名称 设备要求 

实践区域 

劳动教育实践教学区 

——根据教学课程内容配置相应的教学设备； 

——根据教学规模核算设备台套数； 

——根据设备台套数和教学规模配备相应的工具和辅助用品； 

——设置有学习研讨区的独立专业技术教学区需配备桌椅、书写展

示设施 

学习交流区 

——桌椅、书写展示、投影设备； 

——文件柜等资料存放设施； 

——多媒体远程通讯教育等设施 

教学物料存放区 

——物料存放设施； 

——物料拿取、转运的辅助设施； 

——自动物料出货柜，需要的材料点击数量后自动出柜； 

——危险品存储区域； 

——专业的管理软件 

办公区域 - 按需配置 

辅助区域 - 按需配置 

 

8 数字化建设 

基本要求 

8.1.1 应建设教学信息管理系统、对外宣传与服务系统等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教学过程、教学质量、

成绩的信息化管理。数字化文件建设可参考 GB/T 20530的规定。 

8.1.2 应建设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教学平台。 

8.1.3 应实现数字化信息与合作院校的数据共享。按照周、月、季、年度计划采集数字化信息提交给

合作院校。 

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与合作院校或企业共同开发的专业教学方案； 

—— 教学大纲与行动领域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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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计划与教学进程信息； 

—— 教学项目讲义与工作页样板等。 

对外宣传与服务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公众号及合作院校官网相关页面的链接； 

—— 教育基地基本介绍； 

—— 合作教学项目的基本信息； 

—— 教学过程的管理信息； 

—— 教学质量的管理信息； 

—— 其他相关信息。 

可视化管理平台 

可视化管理平台建设可参考 GB/T 36531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教学场所教学管理看板； 

—— 教育基地智能动态显示系统； 

—— 学生教学信息可视化系统等。 

信息化管理平台 

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可参考 GB/T 29803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教育基地内部教学管理 OA系统； 

—— 教育基地与合作院校或企业的沟通交流系统； 

—— 教育基地数字化智能教学管理系统； 

—— 学生信息化教学终端设备； 

—— 配备相应数字化教学设备。 

9 评价要求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9.1.1 评价指标体系由两个层级的指标构成。一级评价指标包括建筑与环境、人员管理、设备与物料

管理、数字化建设和教学过程与质量 5个指标，二级评价指标 14个。二级评价指标是直接取值的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分值 

建筑与环境 

选址与功能布局 - 

建筑结构安全 - 

设施合规性 - 

人员管理 

人员配备比例 8 

岗位职责履行 9 

任职条件匹配度 9 

设备与物料管理 设备配置合理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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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分值 

物料管理规范性 9 

数字化建设 

信息管理平台 9 

可视化与智能化 9 

数据共享能力 9 

教学过程与质量 

课程开发质量 10 

教学实施效果 10 

记录与文件管理 10 

注： 建筑与环境评价指标中有一项不合格，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9.1.2 二级指标根据符合程度分为 A、B、C、D、E五个等级，对应的分值权重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二级指标权重表 

评价等级 分值权重 

A 1.0 

B 0.75 

C 0.5 

D 0.25 

E 0 

注： A 表示完全符合，B 表示大部分符合，C 表示一半符合，D 表示小部分符合，E 表示完全不符合。 

 

评价结果 

9.2.1 计算 

9.2.1.1 单个样本分值 

单个评价分值计算按式（1）进行。 

 𝑈 = ∑ 𝑄𝑛𝑎𝑛
3
𝑛=1 +∑ 𝑃𝑚𝑏𝑚

2
𝑚=1 +∑ 𝑅𝑘𝑐𝑘

3
𝑘=1 +∑ 𝑇𝑤𝑑𝑤

3
𝑤  ·····································(1) 

式中： 

U ——单个样本的评价分值； 

Qn ——人员管理中第 n项二级指标的评价分值，n=1，2，3； 

an ——人员管理中第 n项二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n=1，2，3； 

Pm ——设备与物料管理中第 m 项二级指标的评价分值，m=1，2； 

bm ——设备与物料管理中第 m 项二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m=1，2； 

Rk ——数字化建设中第 k 项二级指标的评价分值，k=1，2，3； 

ck ——数字化建设中第 k 项二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k=1，2，3； 

Tw ——教学过程与质量中第 w 项二级指标的评价分值，w=1，2，3； 

dw ——教学过程与质量中第 w 项二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w=1，2，3。 

9.2.1.2 总分值 

总分值计算按式（2）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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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𝑋 =
∑ 𝑈𝑖
𝐸
𝑖=1

𝐸
 ···········································································(2) 

式中： 

X ——评价总分值； 

E ——有效评价表总数量; 

Ui ——第 i 个样本的评价分值，i=1，2，3……E。 

9.2.2 应用 

教育基地等级划分与评价总分值的对应关系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5 等级划分表 

质量等级 评价总分值 

优秀 90≤X≤100 

良好 80≤X＜90 

中等 70≤X＜80 

合格 60≤X＜70 

不合格 X＜60 

 

评价活动组织实施 

9.3.1 社会评价 

应由教育基地组织投资方、合作方以及政府、学生代表等组成社会评价组，对教育基地建设质量进

行评价。 

9.3.2 第三方评价 

必要时，教育基地应按照 GB/T 19001 进行第三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或评价。 

改进 

根据各方评价结果提出改进建议，由教育基地落实持续改进的具体措施，并不断改进与完善评价指

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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