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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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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体育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黑龙江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贵宝、李云汉、朱明、吴月滨、丁日明、刘艳平、刘丹、林子扬、赵景程、

孙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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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山滑雪项目考评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山滑雪项目水平等级考评工作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以及理论考

试、实操考核、综合评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考评工作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山滑雪项目水平等级考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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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5-2023 大众高山滑雪和单板滑雪运动水平等级评价规范 

GB/T 42378-2023 大众滑雪运动项目基础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42378-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 

3.2  

高山滑雪 

使用专门的滑雪用具，沿山体坡面由高至低转弯滑行的运动项目。 

[来源：GB/T 42378-2023,3.5] 

3.3  

大众 

在某一方面有最大数量的社会成员认同或受欢迎的个体、组织。 

[来源：GB/T 42378-2023,3.1] 

3.4  

培训证书 

国家或黑龙江省高山滑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主管部门认可的正规培训机构出具的毕（结）业证书。 

注：培训证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一般经对应级别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后取得相应级别培训的毕（结）业

证书。 

3.5  

等级证书 

国家或黑龙江省高山滑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主管部门认可的正规考评机构出具的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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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等级证书是职业技能水平的凭证，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 

注2：职业技能水平应符合GB/T 42375-2023相关要求。 

4 基本原则 

考评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公平公正原则，考评工作应坚持中立、公平、公正； 

b) 科学适应原则，考评工作应遵循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山滑雪项目发展规律，适应项目渐进性和阶

段性的特点； 

c) 真实准确原则，考评工作应全面准确评价指导员的各种必备能力，不得出具虚假评估报告； 

d) 保密守规原则，考评工作中所有参与人，应承担保密义务，不得泄露当事人隐私，不得违规收

费。 

5 总体要求 

5.1 考评对象 

从事或准备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山滑雪项目教学指导工作的志愿服务人员，主要职责是通过传授

滑雪技能、组织滑雪活动、宣传科学滑雪知识等志愿服务方式促进大众滑雪运动发展。 

5.2 考评对象申报条件 

5.2.1 申报初级指导员的条件（具备其中之一） 

a) 取得初级培训证书； 

b) 取得有开展滑雪教学的体育中等专科及以上学校毕业证书。 

5.2.2 申报中级指导员的条件（具备其中之一） 

a) 取得初级水平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公益（志愿）型高山滑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3年（含）

以上，并取得中级培训证书； 

b) 取得滑雪项目二级以上（包括二级）运动员等级证书，并取得中级培训证书； 

c) 具有开展滑雪教学的高等院校体育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者，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5.2.3 申报高级指导员的条件（具备其中之一） 

a) 取得中级水平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公益（志愿）型高山滑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3年（含）

以上，并取得高级培训证书； 

b) 具有开展滑雪教学的高等院校体育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者，取得毕（结）业证书，并取得本职

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5.3 考评员资格 

5.3.1 考评初级和中级指导员的考评员应具有高级指导员或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5.3.2 考评高级指导员的考评员应具有指导师或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及相应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证

明，在3年内为中级指导员考评工作5次以上。 

5.3.3 考评指导师的考评员应具有指导师或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及相应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参加高级指导员考评工作3年以上。 

5.3.4 考评高级指导师的考评员应具有高级指导师职业资格证书，以及相应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参加指导师考评工作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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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理论考试 

6.1 考试内容与形式 

6.1.1 理论考试采用客观题形式，主要考核志愿服务人员从事高山滑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应掌

握的符合GB/T 42375-2023相关要求。 

6.1.2 理论考试题型范围宜为名词解释、填空、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 

6.1.3 理论考试分值比例宜社会体育指导员公共理论占20%，滑雪专项理论占80%。 

6.1.4 理论考试时间为90分钟，采用闭卷笔试形式。 

6.2 考试场所 

理论考试场地应为具有足够空间的教室，每一名考评对象（以下简称考生）周围需留出一定的空间。 

6.3 人员配比 

理论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至少1:15，每个考场不少于2名监考人员。 

6.4 注意事项 

6.4.1 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在开考前30分钟达到考场等候考试。 

6.4.2 理论考试由考生自备答题工具。 

6.4.3 考生不准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入考场。 

6.4.4 考生不得在考场内向监考人员或考评员询问与考试无关的问题。 

6.4.5 监考人员或考评员在执行考评工作时，应佩戴由主管部门统一制发的带有本人照片的证卡，宜

统一着装。 

7 实操考核 

7.1 考核内容与方式 

7.1.1 实操考核包括专项滑行技术和教学指导能力两项考核，主要考核志愿服务人员从事高山滑雪项

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应具备的符合GB/T 42375-2023相关要求的技能水平。 

7.1.2 实操考核时间依据相应水平等级标准规定，采用现场操作形式。 

7.1.3 实操考核总分中专项滑行技术占50%，教学指导能力占50%；两项考核成绩均合格者，评定为实

操考核合格。 

7.1.4 专项滑行技术 

a) GB/T 42375-2023要求的对应级别技术内容均为必考； 

b) 考生现场从必考技术库中抽选两项技术，进行现场技能表现； 

c) 根椐人数和场地情况每组1-5人进行，考生必须站在同一横排面上； 

d) 由3人组成的考评小组现场评定，考评员的平均分即为最后成绩。 

7.1.5 教学指导能力 

a) GB/T 42375-2023要求的对应级别技术内容均为必考； 

b) 考生于考核前5分钟现场从必考题库中抽选一项题目，独立准备教学，不得查阅相关资料； 

c) 考生进行现场教学操作时，其它考生不宜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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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考生依次完成各项现场教学，考评员根据考生的现场教学可进行必要的提问，对考生在“职业

形象与亲和力、安全意识、教学组织、语言表达、教学流程、技术示范、教学反馈、教学效果”

等方面的表现给予评定； 

e) 根据人数和场地情况每组5-10人进行，每人轮流教学； 

f) 由3人的考评小组现场评定，考评员的平均分即为最后成绩。 

7.2 考核场所 

7.2.1 实操考核在室内、外滑雪运动场所上进行, 雪道平整宽敞，场地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 

7.2.2 初级雪道：平均坡度不超过10°，在滑雪道和向上运送滑雪者的魔毯之间要有安全网隔离； 

7.2.3 中级雪道：平均坡度在10°-18°之间，最大坡度不超过22°； 

7.2.4 高级滑雪道：平均坡度超过18°，最大坡度超过22°。 

7.2.5 初、中级雪道宽度不少于35米，长度200米；高级雪道宽度不少于40米，长度200米。 

7.2.6 初级指导员考核，建议在初、中级雪道上进行。 

7.2.7 中级指导员考核，建议在中级雪道上进行。 

7.2.8 高级指导员考核，建议在中、高级雪道上进行。 

7.2.9 主考官可根据场地情况确定滑行技术考核内容的先后顺序。 

7.2.10 考核场地的起点、终点、转换点均需有明显标识，三名考评员同时站在终点处打分。 

7.3 人员配比 

实操考核中的考评员与考生配比至少1:15，每组考核至少有3名考评员（宜为单数）。 

7.4 注意事项 

7.4.1 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在开考前30分钟达到考场等候考试。 

7.4.2 实操考核由考生自备滑雪板、滑雪杖、滑雪服、雪镜和头盔等必要滑雪及其防护装备。 

7.4.3 考生不准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入考场。 

7.4.4 考生不得在考场内向监考人员或考评员询问与考试无关的问题。 

7.4.5 监考人员或考评员在执行考评工作时，应佩戴由主管部门统一制发的带有本人照片的证卡，宜

统一着装。 

8 综合评审 

8.1 合格条件 

8.1.1 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山滑雪项目水平等级考评包括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两部分。 

8.1.2 理论考试、实操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8.2 有效期 

单项（理论考试或实操考核）合格成绩两年内有效。 

9 评价与改进 

9.1 投诉处理 

9.1.1 建立健全投诉处理规章制度，设立机构并配备相关人员负责投诉处理事宜。 

9.1.2 对外公示投诉处理的联系方式与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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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及时做好投诉客户登记、沟通、反馈及回访工作。 

9.1.4 对现场申述的按GB/T 42375-2023相关要求处理。 

9.2 评价方式 

9.2.1 采用专项检查方式进行评价，形成自我评价报告。 

9.2.2 可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专家组对考评工作质量进行评价。 

9.3 评价内容 

9.3.1 考评工作的规范性和合理性。 

9.3.2 考评工作组织的有效性、团队的协调性。 

9.3.3 考评工作成果的质量和运用情况。 

9.3.4 考评工作产生的行业效益。 

9.4 改进 

针对考评工作中或投诉处理与检查结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整改措施，及时修订工作

规范。 

10 记录和档案管理 

10.1 记录 

考评工作过程记录宜清楚、完整。 

10.2 档案管理 

10.2.1 考评工作应建立档案。 

10.2.2 档案采用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管理方式，纸质版存档为长期留存，电子版存档为永久留存。 

 

 

 

  



DB23/T XXXX—XXXX 

6 

参考文献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双板滑雪大众技术等级标准,2020. 

[2]  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滑雪指导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实施细则,201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技术规程,2018. 

[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0. 

[6]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滑雪运动安全规范,2017. 

[7]  国际滑雪联合会.国际雪联FIS十条滑雪安全准则,2017. 

[8]  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2018. 

[9]  河北省大众滑雪等级标准,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