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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评价问题是当前亟需从根本上解决的国之大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一样，职业本科院校作为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和德育教育体系需要的主要阵地，应该深刻认识新时代对人才选拔、培养和评价的新要求，

及时做出对人才评价的改革。职业本科院校在对职业本科院校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改

革的基础上，对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进行“五育”素质评价进行探索，从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的内

涵和意义、评价内容、评价信息化系统设计思路和设计功能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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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urgently solved fundamentally at present. As the main 
posi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system, vo-
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alent selection,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imely make the reform of talent evaluation like applied undergra-
duate colleges.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five educations” in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for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e the “five educa-
tions” quality evaluation of class collectiv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ink about the connota-
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ive educations” quality evaluation of class collectives, the evaluation 
content, the design ideas and design functions of the evalu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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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德育才，教育任务的具体实施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1]。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有利于促进德才合一根本任务的落

实。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五个教育同步发展”工作，打造有特色的教育模式，高职院

校正在积极开展人才评价改革。以高职院校学生“五教”质量评价改革为例，借助现代信息平台，探索

班级集体“五教”质量评价体系，从下而上推动学生班级集体“五教”质量评价的发展，探索“五教”

兴学育人的有效模式。 

2.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的内涵和意义 

2.1. “五育”并举的时代含义 

2018年 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首次被明确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素质[2]。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坚持“五育

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即通过“德育铸魂”、“智育坚基”、“体育强化”、“美育渗透”、“劳

动教育熄灭”，推动德、智、体、美、劳“五教”融合。由此可见，“五育”就是德、智、体、美、劳

同时发展。每一项教育事业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承担着不同的教育功能，但又相互平等、相辅相成。 

2.2. “五育”素质评价的内涵 

教育评价以实现教育目标为目的，应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五教”质量评价从时代

对教育的新要求出发，抛开“只看分数”、“升学率”、“以分数为英雄”。它机械地运用评价指标的

尺度来衡量学生的思维形象，旨在回归评价的本质，明确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使“评价”能够促进学生的发展，帮助被评价者清楚地发现问题，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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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的意义 

加快构建“五育并举”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时期高职院校深化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有效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班级集体是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重要载体。也是职业院校开展教育教学

和管理工作的基本单位，属于基层组织。“五育同发展”致力于从课程教学、组织管理、学校文化三个

方面寻求教育生态的整体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班级集体评价体系，既帮助学生及时反思、自我评

价、比照完善，又有效保障“五育同发展”工作的实施和推进，从而有效加强学生的全面发展[3]。 

3.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的内容 

3.1. 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的整体思路 

以提升班委能力“职业化”、提高班委综合素质为核心，围绕“5+”班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校校班”

三级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强班班建设和管理，推动班班管理工作向安全稳定学院、学风建设、建立文明等

工作领域，深入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模式创新、机制协调的高效班级管理新格局[4]。 

3.2. 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的形式 

评价形式以结果考评和过程考核相结合，通过设立班集体德智体美劳“五育”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班级成立“五育”评定小组，由辅导员、班长和班级推选的 3 名学生构成，负责本班级的考评工作；学

院成立“五育”委员会，由学院党支部、入党积极分子和自律部构成，负责各班级的考核工作。 

3.3. 班集体“五育”评价考核具体实施过程 

考核分为两类：常规工作和附加项，常规工作每月评分，附加项学期末计分；各班实行量化考核制，

学期末将进行年级排名，各项指标将纳入班级评奖评优参评依据。班级期末考核成绩 = 每月平均分(60%) 
+ 附加项分值(40%)，年级得分前 10%班级参评先进班集体；年级得分倒数 10%内的班级不参与接下来

一年内班级类评优评先，且班级个人评优评先名额减少 50%；辅导员所带学期班级平均分，折合为百分

制，占其本人学期考评成绩 80%。 

3.4. 班集体“五育”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主要的参数 

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常规工作考核和附加项目。其中常规考核有五个一级指标，通过审查资料，查看

完佐证材料，按评分标准进行扣分，主要有班级日常管理；党、团、宣传工作；三风建设；学生活动；

其他专项工作完成情况。附加项目也有五个一级指标，通过审查资料，查看佐证材料，根据评分标准进

行加分，包括志愿服务类；参赛获奖类；学生考证类；党团推优评先类；其他优秀事迹和贡献[5]。 

4.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设计的思路 

4.1.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统计数据分析模块设计  

根据五育各育评价指标，针对常规工作考核和附加项目收集的数据，在“五育”素质评价系统上展

示，例如，完成计算各类别学生总数、各育评分等，通过查询了解每一个班集体的“五育”素质情况，

并借助后台算法以柱状图、饼状图、折线图等形式展示查询结果，使得每月、每学期的情况及相关负责

人对统计数据一目了然。 

4.2.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数据需求设计 

针对量化评价部分，提前给予各指标赋值，结合各考核板块、附加板块之间的关系建立抽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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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或者概念模型，科学合理地利用每一位学生上传的“五育”数据整合成班集体最终实施综合测评；

针对考核部分，则由职业本科院校评定委员会打分，然后按照比例折合求取各班级最终综合得分，力保

班级评价更加公正合理。见图 1。 
 

 
Figure 1. The “five educations”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class collective 
图 1. 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 

 
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存在一对多等类型，针对班集体成员“五育”素质评价系统所涉及大

数据的分析，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设计与实施的主体展示数据之间关系进行

说明．每一位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的校园活动以及其他专项工作完成情况，以及志愿服务类、参赛获奖类、

学生考证类、党团推优评先类、其他优秀事迹和贡献等附加项目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表，通过审查资料，

查看佐证材料，根据评分标准进行统计分数，整合班集体每一位成员的详细信息展示班集体“五育”素

质测评数据信息，这使得班级与班级之间的对比信息一目了然。学生的“五育”素质情况，对于每一个

学生而言不尽相同，其他们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点发生，然后不定期上传，因此保存了班集体

成员“五育”素质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表包含了他们在特定时间段的“五育”素质信息。 

5.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设计的功能 

5.1. 记录收集与记录真实性保障功能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工具平台，是“五

育并举”教育理念落地实践的载体。本次“五育”素质评价系统针对综合素质教育与评价的难题，结合

过程性评价理念，对该系统的功能进行了设计与开[6]。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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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ata collection and authenticity assurance function display 
图 2. 数据收集与真实性保障功能展示 

5.1.1. 记录体系 
记录系统的功能设计主要从记录采集和记录真实性保证两组功能入手。其中记录收集分为两类：班

级成员添加并上传的记录和管理者添加的评估记录。真实性保证主要包括公示、查询、仲裁、复议、裁

决等过程。 
1) 班集体成员添加记录 
目前，班集体成员添加记录采用“抽屉”框架，即以常规工作项、附加项的两大模块为“箱”，以

二级指标体系(可根据常规考核有五个指标，主要有班级日常管理；党、团、宣传工作；三风建设；学生

活动；其他专项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附加项目的五个指标，包括志愿服务类；参赛获奖类；学生考证类；

党团推优评先类；其他优秀事迹和贡献)为“屉”。班集体成员可以根据自己完成“五育”素质活动情况，

将活动记录分类地上传到不同维度(二级指标)下。 
2) 管理者添加的审核记录  
管理者添加的考核记录可分为班级集体成员单一维度和班级集体单一维度两类。其中，前者主要用

于个人举例或管理者为少数成员添加的奖项；后者主要用于管理者批量添加一个班级集体的“五育化”

评价，如管理者对班级集体的日常事务；党团宣传工作；三个风建设；学生活动的批量评估可以大大减

轻评估工作的负担，但也带来了“刷屏”的混乱——教师需要一次批量添加几十条记录，增加批量填写

记录的统一显示功能来解决这一问题。 
3) 公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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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记录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班级成员的非私密记录需要在上传和审核后，通过公示的方式向

所有成员展示。在“五教”质量评价宣传环节，可以采取集中宣传、即时宣传的模式。前者是指在一定

时间内对所有人进行集中宣传；后者是指数据上传后立即公开，并接受所有人的监督。 
4) 真实性保障流程 
在公示环节，如果会员对自己或其他会员的记录有疑问，发现有问题的，可以提出疑问，并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给协会仲裁小组，仲裁小组在审查、检查和讨论后给出仲裁意见。根据仲裁结果，败诉方有

权向学校仲裁小组申请复议，仲裁小组可作出裁决，裁决为终局裁决。 
5) 诚信体系 
审核者本身存在主观性，且面对庞大的系统数据，难免会出现视觉疲劳，数据准确性有待精准。而

通过公示、质疑、仲裁、复议和裁决组成建立的诚信体系，可以提高数据的精准度，在减轻审核者负担

的同时，有效保障真实性。 

5.1.2. 素质评价系统 
本素质评价系统主要设计了两组功能：分级得分模板、实时计算与批量计算相结合。 
1) 分级得分模板  
本系统在维度定制的基础上，添加了分数模板。在应用实践中，一个班的期末考试成绩由月平均成

绩(60%)和附加项目成绩(40%)组成。因此，为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教”素质评价系统提供了分数模

板的分级定制功能。  
2) 实时计算与批量计算相结合 
评分分数模板便于系统的灵活应用，能更好地配合学校开展“五教”评价工作，但也带来了海量计

算的问题。一个学生发布的一个记录将导致四次计算(学校班级个人)，每一级计算都有总结等算法。实时

计算与批处理计算相结合，可以实现非峰值操作，即从用户应用的峰值中分离出学校、学院、班级和个

人的大规模计算，同时保证在最短时间内跟踪发生的进度。 

5.1.3. 数据应用体系  
数据应用是班级“五教”素质评价系统的最终目标。在应用系统中，本系统设计了四组分析功能：

基础数据、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和组特征。基础数据是指基于一个班级的节点对一个班级的基础数据进

行分析，从而得出班级“五个教育”素质教育工作实施的整体结果。横向比较主要是指高校之间的数据

比较。一方面便于校级掌握院级班集体的工作，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同行竞争，促进整个职业本

科院校“五育人”素质工作的发展。纵向对比主要反映班级“五教”素质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包括排

名和基础数据对比(总数据、模块和维度记录数据等)，可以按月或按学期查看。群体特征主要借助日常工

作项目和附加项目等群体指标来表现，包括记录分布特征、热点和分布的长期性特征，有助于管理者更

好地了解高校班级群体的“五育化”质量，为素质评价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 

5.2. 实现需求功能 

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系统功能需求是实现班集体成员“五育”素质评价信息化。

数据来源于职业本科院校班集体成员日常生活形成的“五育”行为记录，借助大数据处理的工具进行处

理，得到高校班集体“五育”素质统计数据，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对高校班集体进行综合测评。见图 3。 
1) 从不同阶段分析班集体“五育”情况 
通过班集体成员上传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功能了解学生与班级参与“校–院–班”三级活动情

况，以及他们每月、每季度、每学期、每学年德智体美劳“五育”量化指标情况等，借助于该模块更加

清楚地了解当前集体德智体美劳“五育”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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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emand function display 
图 3. 需求功能展示 

 
2) 从常规工作分析班集体“五育”情况 
常规考核项下设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班级日常管理；党、团、宣传工作；三风建设；学生活动；

其他专项工作完成情况，主要是通过定量分析。这些数据分析呈现的结果，反映班集体成员的“五育”

基本素质，即班级成员的整体表现，借助于该模块可以更加清楚该班集体“五育”素质指标体系主要参

数提高的需求。 
3) 从附加项目分析班集体五育数据  
附加项目也有五个一级指标，通过审查资料，查看佐证材料，根据评分标准进行加分，包括志愿服

务类；参赛获奖类；学生考证类；党团推优评先类；其他优秀事迹和贡献，主要是通过定性分析赋值。

通过班集体成员的拓展活动，提升班集体“五育”质量。 
4) 综合分析班集体“五育”情况 
班集体成员、辅导员、班主任、领导层以及管理人员都可以在相应的权限范围之内查看相关的信息。

根据每类人群的需求，系统可以提供对应的分析数据。班集体“五育”素质评价综合测评分析功能是通

过班集体成员上传的常规工作考核项目和附加项目的信息全面了解班集体成员的“五育”素质情况，从

而对班集体–院–校进行综合评价，为学校的管理者与决策者制定考核标准提供参考。 
总之，在职业本科院校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评价机制应该更加多

元化，对班集体进行评价是评价改革的一种模式，也有利于人才培养，通过评价改革促进职业本科院校

更好地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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