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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学校试用情况报告和

行业企业审读意见

张静主编的职业学校教材《大学生劳动教育》自 2023 年 8 月定

稿后，教材编写团队开展了教材试用工作。试用过程中，编写团队从

教材编写、教学规律、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与标准等多维度，多

次征求各用书院校、职教专家、行业头部企业的意见，了解一线教学

需求和教材使用状况。重点聚焦教材的难易程度、知识点覆盖范围、

案例实用性以及劳动实践项目设计等方面，以确保教材内容的科学性、

实用性和适用性，并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分析、修订、完善，

以不断提高教材质量，更好地满足职业教育的需求。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本教材的试用工作分两轮有序推进。第一轮是出版前的校本教材

试用，第二轮为出版后的职业学校试用。

二、第一轮试用：出版前的校本教材试用

（一）试用背景与目的

在第一轮试用时，教材尚未正式出版，主要以校本教材的形式在

编写团队所在学校试用。本轮试用的核心目的是检验教材内容的科学

性、实用性和适用性，及时发现并解决编写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为教材正式出版提供实践依据。

（二）试用范围与对象

试用范围为本校的 5 个专业班级，涵盖康复治疗技术、计算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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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电子商务、石油工程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共计 443

名学生和 10 名教师参与试用。试用周期为 6 个月，教师依据教材内

容安排劳动实践项目，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及劳动实践活动反馈学习情

况。

（三）试用内容与方式

试用内容涵盖教材的知识与能力、故事与案例、劳动与实践、传

承与拓展等板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教材的逻辑结构、知识

点的难易度、案例的实用性以及劳动实践项目是否合理。同时，编写

团队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线上反馈平台、座谈会和

样本测试等多种方式，全面收集师生反馈，以便优化调整教材内容。

（四）试用反馈及分析

在试用过程中发现：

1.教材内容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部分章节的理论知识较为抽象，

缺乏与实际劳动场景的深度结合，导致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之

间的衔接存在问题。

2.案例更新速度较慢。教材中的部分案例未能及时反映劳动教育

领域的最新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数字化劳动和绿色劳动等

新兴领域的内容较少。

3.语言表述较为学术化。教材中部分章节的语言较为学术化，学

生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劳动精神和劳动价值观相关内容的

表述缺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通俗化表达。

4.学生参与度有待提升。部分学生在劳动技能训练中的参与积极

性较低，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这可能与教材中互动性和实践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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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不足有关。

5.数字化资源开发不足。虽然教材引入了 VR/AR 技术，但在第一

轮试用中，数字化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尚未完全覆盖所有章节内容，导

致部分教师和学生难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五）试用后的改进

针对这些问题，编写团队对教材进行了以下改进：

1.增加与实际工作场景相关的案例和实践任务，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理论知识的应用场景。

2.建立案例动态更新机制，定期补充和更新与劳动教育相关的最

新案例，尤其是数字化劳动、绿色劳动等领域的案例。

3.优化教材语言，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并增加图表、

图片等直观形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

4.设计更多互动性和实践性的学习任务（如劳动竞赛、劳动成果

展示等），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5.加快数字化资源的开发进度，确保每章内容都有配套的数字化

学习资源（如微课视频、虚拟仿真场景等），并提供详细的使用指南。

三、第二轮试用：出版后的职业学校试用

（一）试用背景与目的

在第一轮试用改进的基础上，教材正式出版，并在山东省内多家

高职院校开展试用。本轮试用旨在检验教材的普适性和推广价值，确

保能满足不同地区、学校的教学需求。

（二）试用范围与对象

试用范围包括山东半岛、鲁中、鲁南、鲁北、鲁西北地区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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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职院校，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空中乘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

多个专业。共计 500 名学生（2023 级和 2024 级）和 50 名教师参与

试用。试用方式与第一轮类似，但增加了跨区域、跨学校的对比分析。

（三）试用内容与方式

试用内容为正式出版的教材，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进行

授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记录使用体验。编写团队通过线上问卷、电

话访谈和实地调研等方式，收集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意见。此外，编写

团队还与教研人员、行业企业人员进行多场座谈交流，广泛征集审读

意见。

（四）试用反馈及分析

教材在多所高校推广使用后，累计发行量达到 27525 册，并且适

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广泛应用外，该教材还成为第

二课堂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指导工具。通过教材的学习，90%以上的学

生掌握了实用劳动技能，劳动价值观和职业认同感显著增强。92%的

企业认为教材符合行业发展需求，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

该教材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内容科学合理：教材紧扣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能够有效支撑

劳动教育的教学目标。

2.理念先进且价值导向明确：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思政教育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

3.结构合理且逻辑清晰：采用模块化设计，将知识与能力、故事

与案例、感悟与行动、劳动与实践、传承与拓展等模块有机衔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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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明，便于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

4.内容丰富且贴近实际：教材内容不仅注重传统劳动文化的传承，

还结合现代劳动发展趋势，设计了差异化的内容模块，满足不同专业

学生的学习需求。

5.形式多样且寓教于乐：通过案例分析、劳动故事、实践项目设

计以及数字化创新形式（如 VR、AR 技术的应用），为学生提供了沉

浸式的劳动场景体验，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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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企业审读意见——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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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审读意见——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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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审读意见——山东昱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教材审核表

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劳动教育

教材规划 ○国家级 ○省部级 √校级 ○其他

作者（主编） 张静 韩玲玲

作者单位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二、教材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审核意见

本教材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融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有机融入

课程思政元素，注重培育学生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教

材立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精神，从劳动教育的目标出发，充分挖掘劳动教育课程的树德、

增智、强体、育美的育人价值，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帮助

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材内容实用、目标明确，注重实践，通过完成学校劳动、社会劳动、

家庭劳动，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反馈劳动感悟，强化劳动体验，提

升劳动热情，充分体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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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审读意见——青岛鑫复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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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审读意见——中心褚山(东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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