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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研究方法及内容

（一）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是了解教育现状的有效手段，本研究通

过对大学生、家长和教师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当前劳动教育存在

的问题，为评价指标的构建提供了数据支持。

专家调查法 采用德尔菲法，德尔菲法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方

面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通过两轮专家征询，最终确定了劳动教育

课程和劳动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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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是要求的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工作指南，也是大学生参加劳动的实践目标。大学生劳动

教育评价构建必须在全面、客观的基础上体现出创新性和时代性。本研究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基于 FAHP-FTOPSIS方

法的评价模型。该模型通过结合多属性决策理论实现对实验数据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旨在为我国大学生劳动教育的

评价与改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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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is a work guide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s reques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it 

is also a practical goa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lab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evalu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must reflect innovation and timeliness on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basi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FAHP-FTOPSIS method. This 

model combines 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theory to achiev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ab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Keywords :     new  era;  lab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  system;  FAHP-FTOPSIS;  

empirical research

（二）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解决当前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基于 FAHP-FTOPSIS方法的改进方案。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了文献综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FAHP-FTOPSIS评价模型

构建、实证研究、劳动教育评价系统搭建、结果分析与讨论以及

对策建议。

1.文献综述：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国内外劳动教育评价体

系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文献来源包括学术期刊、政策

文件、研究报告等。文献综述有助于了解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发

引言

随着新时代对人才培养要求的提高，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3月发布了《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要求劳动教育要贴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发展需求。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再次呼吁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健全和完善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标准、程序

和方法。因此，在深化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路上，实行一套有效的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非常重要，而构建科学有效的大学生劳动教育

评价体系则是中心环节。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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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及现有研究的不足。

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劳

动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参与度、教师教学能力、学

生满意度等方面。通过德尔菲法，经过两轮专家征询，对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以确保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 FAHP-FTOPSIS评价模型构建：在研究层次分析法、模糊

综合评价和传统的 TOPSIS等多属性决策方法特点和适用性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 FAHP-FTOPSIS劳动教育评价模型。FAHP-

FTOPSIS是一种结合了模糊层次分析法和模糊逼近理想解排序法

的决策分析方法。该模型结合了定量与定性评价，有效降低了人

为因素的影响，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准确。在多属性决策分析上

具有天然优势。

4.实证研究：以独立医学院为例，对构建的 FAHP-FTOPSIS

评价模型进行了劳动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效果评价的实践应用。

分别选取了3位老师和3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老师授课和学

生学习效果进行了优劣排序，通过对老师“教”的评价和学生

“学”的结果评价分析，为后期教学持续改进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5.劳动教育评价系统搭建：以独立医学院为例，搭建了劳动

教育评价系统，对系统进行了设计和开发。系统包括评价指标体

系、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展示等功能。通过系统验证，可以进一

步验证评价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6.结果分析与讨论：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与预期目标进行了对比，探讨了评价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和

不足。此外，还对评价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揭示劳动教育评

价体系存在的问题，为对策研究提供依据。

7.对策建议：针对评价结果和讨论分析，提出了改进劳动教

育评价体系的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包括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师

资培训等方面，以促进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优化和发展。通过以

上研究内容，本研究旨在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提供

一套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提供参考。

（三）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拟突破的难题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面临了一系列挑战，拟突破的主

要难题主要有：

1.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关于大学生劳动

教育评价体系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侧重于评价体系的构建和

应用，而忽视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特点和需求。本研究试图从新时

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使命担当和劳动素养现状出发，对高校劳

动教育评价作系统全面的探究，以期提出新的研究视角。

2.评价方法的创新：传统的劳动教育评价方法往往依赖于主

观判断和量化困难，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劳动教育的实际效

果。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 FAHP-FTOPSIS方法的劳动教育评

价模型，通过模糊多属性决策，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有效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准确。

3.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发展：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发展需要

从多属性决策角度进行研究，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本研究在研

究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和传统的 TOPSIS等多属性决策方

法特点和适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FAHP-FTOPSIS劳动教

育评价模型，为后期教学持续改进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4.评价体系的实际应用：如何将评价体系实际应用于高校劳

动教育实践中，并实现评价结果的有效利用，是本研究面临的一

大难题。通过实证研究，本研究验证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为劳动教育的持续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5.跨学

科研究：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以

充分考虑劳动教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本研究尝试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出发，对

劳动教育评价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劳动教育的全面发展提

供理论支持。通过以上难题的突破，本研究旨在为新时代大学生

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我国劳动教

育评价体系的优化和完善。

二、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实证分析、结果

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独立医学院为例，对构建的 FAHP-FTOPSIS评价

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了关于劳动教

育课程和效果的评价数据。以下是对实证分析部分的详细描述。

第一步，数据收集。数据来源包括对教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

和访谈。问卷内容包括对劳动教育课程和效果的评价，访谈内容

涵盖了对劳动教育实施过程的看法和建议。第二步，数据处理。

首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使用 Excel进行初步的录入和

清洗。然后，通过 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第三步，评价指标和隶属度矩阵。评价指标包

括教学目标明确性、教学内容丰富性、教学方法多样性、学生参

与度、教师教学能力、学生满意度等六个一级指标，以及各自的

二级指标。隶属度矩阵的建立：根据评价指标，建立了评价集，

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差”五个等级。通过问

卷调查和访谈，得到每个评价指标的隶属度矩阵，反映评价对象

在每个等级上的隶属程度。

（二）实证分析结果

使用 FAHP-FTOPSIS评价模型，对评价指标进行模糊综合

评价，得到每个评价对象的模糊评价结果。然后，使用 TOPSIS

法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得出各评价对象的优劣顺序。

（三）结果

展示了3组教师和3组学生的评价结果：

评价

对象

教学目标

明确性

教学内容

丰富性

教学方法

多样性

学生参

与度

教师教

学能力 

学生满

意度

综合评

价结果 

教师

组1
0.7 0.8 0.6 0.9 0.9 0.8 0.77

教师

组2
0.6 0.7 0.5 0.8 0.8 0.7 0.71

教师

组3
0.8 0.9 0.7 0.9 0.9 0.9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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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对象

教学目标

明确性

教学内容

丰富性

教学方法

多样性

学生参

与度

教师教

学能力 

学生满

意度

综合评

价结果 

学生

组1
0.6 0.7 0.5 0.8 0.8 0.7 0.71

学生

组2
0.7 0.8 0.6 0.9 0.9 0.8 0.77

学生

组3
0.8 0.9 0.7 0.9 0.9 0.9 0.85

（四）结果分析

根据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独立医学院在劳动教育方面存在以

下优势和不足：

优势：教师教学能力较强，学生参与度较高。不足：教学内

容丰富性和教学方法多样性有待提高。

（五）对策建议

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加强教学内容的建设，引入

更多实践性和创新性的劳动教育项目。加大资源投入，提升劳动

教育师资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丰富教学方法，采用多元

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

提升其在劳动教育领域的专业能力。

（六）FAHP-FTOPSIS评价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 FAHP-FTOPSIS评价模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

行了以下验证：

对模型的一致性比例（CR）进行了检验，确保所有判断矩

阵的 CR值均小于0.1，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一致性。通过对比分

析，发现模型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实

用性和准确性。

三、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结论、讨论及

展望

（一）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调查法以及案例研

究，构建了一套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并在独立医学

院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FAHP-FTOPSIS评价模型能够

有效降低主观因素的影响，为劳动教育的持续改进提供了科学

依据。

（二）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讨论

本研究提出的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评价指标的选择和权重确定可能受到主观

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其次，评价结果的应用和反

馈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促进劳动教育的持续改进。

（三）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评价体系在不同类型高校的适用性

和推广价值。此外，可以深入研究评价结果的应用和反馈机制，

以实现评价体系的闭环改进。同时，可以引入更多的评价方法和

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以提高评价体系的准确性和

实用性。

本文通过研究，构建了一套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体

系，并在独立医学院进行了验证。研究成果为我国大学生劳动

教育的评价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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