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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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蕊霞、李丽娟、王素华、任方媛、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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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师资能力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师资能力评价的总则、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了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描述了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师资能力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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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则 

导向性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劳动价值观、实践能力与产业对接导向。 

科学性 

指标体系需理论与实践结合，兼顾定量与定性评价，确保客观公正。 

全面性 

覆盖师德素养、专业能力、实践创新、社会服务等多维能力。 

发展性 

注重教师成长轨迹，通过评价促进持续改进，适应产业升级需求。 

产教融合 

突出校企合作、职业技能、真实项目实践等职业教育特色要素。 

5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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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由三个层级的指标构成。一级评价指标包括规模结构、执业资质、职业素养、专业素

养、教学能力、实践能力6个指标，二级评价指标18个，三级评价指标20个。三级评价指标是直接取值

的指标。 

取值规则 

5.2.1 各级评价指标及分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教育师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分值 

规模结构 

师生比 教师与学生人数的比例 3 

教师配置合理性 教师的学历、年龄、性别、学科等的梯次结构配置 3 

专兼职师资队伍 专兼职教师涵盖的职业范围 4 

执业资质 

资质证书 教师具备与劳动教育实践项目相契合的执业资质 3 

知识和技能 具备开展劳动教育实践的知识和技能 3 

能力提升 定期参与学习和培训 4 

职业素养 

师德师风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遵守情况 3 

劳动价值观认同度 3 

师德规范遵守情况 4 

团队协作 校企合作项目参与度 4 

终身学习 劳动教育前沿知识更新能力 6 

专业素养 

劳动教育理论 政策与方法论掌握程度 5 

专业技能水平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竞赛成果 5 

行业前沿认知 产业新技术跟踪能力 5 

教学能力 

教学设计能力 产教融合课程开发能力 7 

组织实施能力 实践教学组织效果 7 

评价反馈能力 劳动素养评价体系构建能力 6 

实践能力 

企业实践经历 年企业实践时长 9 

技术创新能力 专利/技术改造项目成果 8 

社会服务能力 劳动技能培训服务质量 8 

 

5.2.2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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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规定。 

表2 三级指标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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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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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评价准备 

6.1.1 制定评价方案，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评价目的、范围、内容、实施步骤和时间安排。 

6.1.2 应从合理性、适用性等方面，对评价方案进行论证优化。如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价，应经委

托方同意后实施。 

评价实施 

6.2.1 数据采集 

6.2.1.1 采集对象 

数据采集对象应包括学校方、企业方、同行教师方、学生方，具体构成要求如下： 

a) 由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劳动教育教研室成员组成，占比 40％； 

b) 从合作企业中选聘技术骨干、技能大师，占比 30％； 

c) 校内劳动教育课程组教师、相关专业骨干教师，占比 20％； 

d) 授课班级学生和毕业 1 年以内的学生，占比 10％。 

6.2.1.2 采集方法 

应采用资料验证、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法。 

6.2.2 数据处理 

应对收集到的调查问卷进行查验，对样本偏离、存在前后矛盾、答案明显不合理的问卷应按废卷处

理，并补充调查。 

结果计算 

6.3.1 单个样本分值 

单个样本评价分值计算按式（1）进行。 

 𝑈 = ∑ 𝐷𝑛𝑎𝑛
4
𝑛=1 +∑ 𝑃𝑚𝑏𝑚

3
𝑚=1 +∑ 𝑅𝑘𝑐𝑘

3
𝑘=1 +∑ 𝑇𝑤𝑑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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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U ——单个样本的评价分值； 

Dn ——职业素养中第 n项三级指标的评价分值，n=1，2，3，4； 

an ——职业素养中第 n项三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n=1，2，3，4； 

Pm ——专业素养中第 m项三级指标的评价分值，m=1，2，3； 

bm ——专业素养中第 m项三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m=1，2，3； 

Rk ——教学能力中第 k项三级指标的评价分值，k=1，2，3； 

ck ——教学能力中第 k项三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k=1，2，3； 

Tw ——实践能力中第 w项三级指标的评价分值，w=1，2，3； 

dw ——实践能力中第 w项三级指标的符合程度等级权重，w=1，2，3。 

6.3.2 总分值 

学校方、企业方、同行教师方、学生方的评价分值权重比为 4∶3∶2∶1，总分值计算按式（2）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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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𝑋 =
0.4∑ 𝑈𝑖

𝐸
𝑖=1

𝐸
+

0.3∑ 𝑈𝑗
𝑆
𝑗=1

𝑆
+

0.2∑ 𝑈𝑞
𝑂
𝑞=1

𝑂
+

0.1∑ 𝑈𝑔
𝐻
𝑔=1

𝐻
 ···········································(2) 

式中： 

X ——评价总分值； 

E ——学校方有效评价总频次； 

S ——企业方有效评价总频次； 

O ——同行教师方有效评价总频次； 

H ——学生方有效评价总频次； 

Ui ——第 i 个学校方评价分值，i=1，2，3……E； 

Uj ——第 j 个企业方评价分值，j=1，2，3……S； 

Uq ——第 q 个学校方评价分值，q=1，2，3……O； 

Ug ——第 g 个学校方评价分值，g=1，2，3……H； 

等级划分 

师资等级划分与评价总分值的对应关系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等级划分表 

质量等级 评价总分值 

A 级 X≥90 

B 级 80≤X＜90 

C 级 60≤X＜80 

D 级 X＜60 

 

评价报告 

应根据评价计算结果撰写评价报告，应包括内容： 

a) 评价时间、评价范围、评价过程及评价结果； 

b) 依据的标准； 

c) 存在的问题； 

d) 整改意见建议； 

e) 特殊情况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