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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培训基地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服务培训基地的组织管理、技术保障、建立实施、持续发展和监督考核。 

本文件适用于养老服务培训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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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 38600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老服务培训基地 training base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 

依托具备资质的院校、培训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集理论授课、技能

实训、创业培训、课程开发、推广交流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4 组织管理 

4.1 设置原则 

4.1.1 能够承担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部门认定或授权的专业机构。 

4.1.2 机构运营主体须具有 10年以上养老服务从业经历，无安全管理和运营服务纠纷事故。 

4.1.3 应具有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满足年培养 1000名以上养老服务人才的能力。 

4.1.4 应与养老服务机构、医疗单位、卫生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设置实训教学点，能够组织学

员到实训教学点开展实操实训。 

4.1.5 应具备现代化远程教育条件，具有满足大规模网络培训所需的教学设备和基础设施和网络教学

资源，建立网络化的培训和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网上培训和网络互动交流。 

4.2 制度建设 

4.2.1 应确保培训管理体制机制健全规范。 

4.2.2 建立并实施教学管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培训对象管理制度、培训考核制度、教学质量管理

制度、卫生与安全管理制度、设备设施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4.3 协议管理 

4.3.1 建立协议签订程序，并做好协议文本保管工作，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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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培训应有培训协议； 

——办公及培训用设施设备采购应有相应的采购合同； 

——按照档案相关管理规定做好协议文件的管理与保存。 

4.3.2 应妥善保管聘用制管理人员、专兼职师资等人员管理方面的合同或协议。 

5 技术保障 

5.1 场所设施 

5.1.1 应具备与所承担人才培训任务相适应的固定办公场所、教学场所、教学设备、专业图书信息资

料及相应的软硬件设施和实训场所等。 

5.1.2 应设置安全标志、建立安全引导系统，配备安全和应急设施设备。 

5.1.3 进行线下培训时，教学场所、设施器材应符合环保、安全、疫情防控等要求，且满足表 1 的要

求。 

表1 线下培训场地设备要求 

场地、设备 规格 数量 备注 

理论知识培训教室 同时容纳50-100人上课 2间以上 
多媒体电教设备齐全，含电脑、投影仪、扩音设备，

具备条件的可以设录音、录像设备。 

操作技能培训教室 同时容纳50-100人上课 2间以上 
活动座椅，便于开展互动式教学、演示、情景模拟等

活动。 

实操床位 根据养老服务机构设置标准确定 30张以上 须专门设置实训区域 

 

5.1.4 进行线上培训时应选用培训业务主管部门认定的线上平台。 

5.1.5 线上平台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电脑端或手机端进行视频学习、在线互动、在线测评、在线反馈和在线考试等； 

——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用于实名认证和在线学习实名制监管等； 

——对培训过程留痕，对学习记录和考试成绩等存档； 

——具备学员在普通网络环境下流畅学习的性能； 

——具备提供录播和直播两种学习方式。 

5.2 人员配备 

5.2.1 应配备保障机构运作的的专、兼职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日常办公、财务管理、培训实施、

教学研究、质量督导等岗位。 

5.2.2 应配备与培训业务规模相适应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应满足下列要求： 

——师生比为 1:16～1:20； 

——兼职教师不超过教师总数的 1/3； 

——实习指导教师和具有职业资格的教师占实习、实训教师总数不低于 30%； 

——聘任外籍教师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 

5.2.3 宜设置专家库，在库专家不低于 20人，专家专业应涵盖医学、养老、教育、管理、科技等领域。 

5.3 教研能力 

5.3.1 培训教师上岗前应经过专业的培训，具备满足养老服务培训的教案编写、教学组织、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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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示范和教研教改等能力。 

5.3.2 定期组织开展教学教研活动，及时研商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5.3.3 定期组织授课师资参加养老服务领域继续教育。 

5.4 服务保障 

5.4.1 设有专门安全管理小组，最高管理者任小组组长，安全职责落实到人。 

5.4.2 制定有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和反应机制。 

5.4.3 宜设置与培训规模相适应的服务接待场所，服务接待场所各类物品和设施应整洁有序，并定期

对其进行清洁消毒和维护。 

5.4.4 提供食宿场所应满足培训规模需要，食宿场所应符合公安、环保、消防、卫生、食品药品等有

关部门的规定，并做好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储备预防常见传染病的药品及物资。 

6 建立实施 

6.1 运行管理 

6.1.1 应制定培训项目方案、实施计划、评价考核方案等培训项目管理体系文件。  

6.1.2 应建立培训效果评估和效果跟踪体系。 

6.1.3 应建立培训教师评价与考核管理体系，对培训师资进行动态化管理。 

6.1.4 应建立继续教育培训管理系统，能够记录学员培训学习情况，至少包括课程名称、培训学分、

考核结果等信息。 

6.1.5 应建立符合基地实际的安全保障方案、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  

6.2 课程开发 

6.2.1 应在规定范围内开展培训活动，有明确的培训项目、培训课程。 

6.2.2 培训课程涵盖养老机构管理人员、老年社会工作者、养老护理员、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培训内

容及课程设置应符合 GB/T 35796 、GB 38600和相关岗位的要求。 

6.2.3 应开发包括不限于下列养老服务情景模拟课程：老年人跌倒、老年人紧急救援、面对认知障碍

老年人的防走失、老年人慢性病用药、老年人卧床护理、家庭照护床位远程支持、养老机构出入管控、

养老机构智能查房、无接触式智能消毒、老年人智能语音交流互动、老年人智能相伴。 

6.2.4 应组织学员到养老服务机构开展考察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等方式实操技能培训。 

6.2.5 培训资料应齐全，有能够反映实际培训开展情况的培训资料、讲义、现场图片或影像资料。 

6.3 培训考核 

6.3.1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对培训合格者颁发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宜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及推荐就业

岗位。 

6.3.2 开展岗前技能培训的，对养老服务机构新录用人员及服务一线人员开展操作技能、养老服务法

律法规、职业技能标准、岗位操作规范培训，对培训合格者颁发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6.3.3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的，对养老服务机构在岗人员，依据养老护理员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

行业技能标准，进行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组织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参加职业技能水平评价，取得养老护

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3.4 按照培训要求进行考试考核，考核应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考试实行百分制。 

6.3.5 留存每位学员考试考核记录，考试考核合格率应不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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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档案管理 

6.4.1 学员证书按照统一的证书板式和印刷标准进行印制。 

6.4.2 证书内信息填写规范，证书编号符合统一的编码规则。 

6.4.3 做好证书发放记录，确保记录清晰、留存完整。 

6.4.4 学员证书有效期限内遗失，应配合做好补发、登记工作。 

6.4.5 应为参加培训的学员建立档案，档案内容应至少包含学员登记表、培训记录和结业考试成绩单。。 

6.4.6 应妥善保管学员档案，档案保存形式应包括纸质和电子两种，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 

6.5 数据管理 

6.5.1 实时进行数据收集，做好分类统计工作。 

6.5.2 培训监督人员根据培训标准、实施流程的要求，将实地监督情况形成培训质量报告。 

6.5.3 定期进行数据分析，形成结论。 

7 持续发展 

7.1 科研创新 

7.1.1 针对养老服务理论与实际操作标准、行业特点与需求、养老服务实施与法律保障等问题定期举

办研讨会议，并形成具有科学性、实效性的研究意见和建议。 

7.1.2 有效利用“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开展工作，开发全新的教学形式和工作模式。 

7.2 资源整合 

7.2.1 争取社会支持，营造有利于培训开展的社会环境，与相关主管部门建立良好合作互动关系。 

7.2.2 积极争取国内外项目支持，夯实有利于培训开展的资金基础。 

7.2.3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培训开展的政策条件。 

7.3 品牌创建 

7.3.1 加强标准化、品牌建设，有计划、有规模的进行品牌的宣传和推广，持续拓展培训覆盖的行业

领域。 

7.3.2 在养老服务培训专业设置、课程标准开发、师资队伍建设、实习交流、培训交流等方面形成培

训特色项目。 

7.3.3 开展形式多样的演练、体验互动，有效提升社会知晓率。 

8 监督考核 

8.1 定期考核 

8.1.1 定期对培训、体验质量和效果进行内部审核。 

8.1.2 最高管理者定期对培训、体验管理和实施情况进行管理评审。 

8.1.3 对于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发现的问题应立即处理。 

8.2 持续改进 

8.2.1 建立申诉、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处理各方对培训工作提出的异议，并做好申诉、投诉及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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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记录。 

8.2.2 针对申诉、投诉，能够采取有效纠正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