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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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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体育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跆拳道协会、上海上体运动与健康研究中心、上海春兵健身俱乐部有限公

司、上海巨龙武术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百征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庚晨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上海

天赫健身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俊韩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上海垚磊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九言健身服务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上海弘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才兴、张志明、颜镒隆、姚毅梅、潘会燕、黄海燕、徐开娟、徐烨、钱若冰、陈春兵、
郑凯、邹玉山、李亿朋、梁赛杰、刘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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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场所运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跆拳道场所开展跆拳道运营服务的基本要求、设施器材与环境卫生、从业人员、服务

内容、服务要求、管理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的经营性跆拳道场所。

本文件不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的非经营性跆拳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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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001.1—2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10001.4—202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19079.22—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2部分:跆拳道场所

GB/T34289 健身器材和健身场所安全标志和标签

3 术语和定义

GB19079.22—20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应合法经营,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消防、建筑以及GB19079.22—2013中卫生与健康、环境管理、设
施设备管理的相关规定及要求。

4.2 应在醒目位置悬挂包含“跆拳道”字样的标志。

4.3 应在醒目位置升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4.4 公共标识应符合GB/T10001.1—2012和GB/T10001.4—2021的要求。

4.5 安全标志和标签、安全信息牌应符合GB/T34289的要求。

4.6 应服从政府部门应急预案和防疫防控要求。

5 设施器材与环境卫生

5.1 设施

5.1.1 使用面积和宽度应符合GB19079.22—2013的要求。

5.1.2 空间高度应符合GB19079.22—201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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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光照度应符合GB19079.22—2013的要求。

5.1.4 开放期间人均活动场地面积应符合GB19079.22—2013的要求。

5.1.5 宜设置壁镜,镜面投影清晰,影像不变形,壁镜应有安全提示。

5.1.6 应设置更衣区、物品寄存区,并配有座椅或条凳。

5.1.7 应设置接待区,提供接待服务、现场及在线问询服务。

5.1.8 应设置休息区,为学员及学员家属提供休息场所。

5.1.9 应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场所内情况。

5.1.10 应在显著位置标识“营业执照”“场所须知”“学员须知”“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规章制度”和“跆
拳道技术指导人员信息”。

5.2 器材

5.2.1 应提供护臂、护胸、护头、护档、护腿等运动护具和公共脚靶等训练器材。

5.2.2 训练器材不应有污迹、破损、伤残、起泡、毛刺等缺陷,且使用时产生的最大冲击力应符合对应的

产品标准规定。

5.2.3 训练器材应保证使用者能够自行穿戴,且穿戴后具有固定性能。

5.2.4 训练区域地面应铺设跆拳道专用软垫。

5.3 环境卫生

5.3.1 应有通风设施,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GB19079.22—2013的要求。

5.3.2 应保持地面及设施设备干净整洁、无污渍。

5.3.3 应设置废物箱,并符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5.3.4 环境卫生应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5.3.5 疫情期间环境卫生应符合《关于印发本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卫生管理指引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

6 从业人员

6.1 人员设置

6.1.1 岗位设置宜包含管理岗和技术指导岗,可兼任。

6.1.2 应至少配备2名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

6.1.3 开放期间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与学员人数配比应不少于1∶16。

6.2 人员资质

6.2.1 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上岗应符合GB19079.22—2013的要求。

6.2.2 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应在相关行业组织注册、认定和备案,并服从其管理。

6.2.3 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应定期参加由相关行业组织举办的岗位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

6.3 行为规范

6.3.1 应建立从业人员档案制度,记载其个人经历、品德作风、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等内容。

6.3.2 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的行为和教学规范应遵守《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行为和教学规范》的要求

(相关示例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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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内容

7.1 应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教授跆拳道基本知识;
———教授跆拳道专业技能;
———教授跆拳道礼仪规范;
———提供教学支持服务。

7.2 宜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组织学员参加跆拳道晋级、晋段考试;
———组织学员参加跆拳道竞赛。

7.3 可提供协助购买运动装备的服务。

8 服务流程

8.1 招生与接洽

8.1.1 可自行制定招生宣传材料,材料内容应确保真实无误,不应虚假宣传。

8.1.2 应与培训对象签订书面培训协议,明确培训的内容、标准、时间、费用和双方责任。

8.1.3 应与培训对象签订书面安全协议,保障学员人身安全。

8.1.4 十六周岁以下未成年培训对象,应由本人和监护人共同签署书面培训协议。

8.2 制定课程方案

8.2.1 应按照培训对象的年龄和段位水平,分组设计课程。

8.2.2 课程内容应参考跆拳道级位、段位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

8.2.3 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应根据课程方案编写教案。教案应包括时间、班级、任课教练、教学目的、
教学方法、教学总结等内容。

8.3 开班准备

应按照以下事项进行开班准备:

a) 确保场地设施、用品装备完好;

b) 做好场地和设备的清洁工作;

c) 培训对象入场时做好卫生消杀工作,包括测量体温和清洁手脚。对于患有皮肤性疾病的培训

对象,建议其自备专业训练鞋;

d) 签到,并告知培训对象训练内容和注意事项;

e) 开展教学。

8.4 教学实施

8.4.1 跆拳道教学宜包含以下内容:

a) 准备部分,包含关节活动操,热身操,专项准备活动及压柔韧练习;

b) 基本部分,包含技术复习、新技术教学,专项身体素质练习;

c) 结束部分,包含关节操放松,肌肉牵拉整理活动,课后小结。

8.4.2 可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授课形式。

8.4.3 宜采用现场示范、讲解、分解教学、循环练习等授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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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应确保训练区域地面干燥,防止发生意外。

8.4.5 若发现培训对象身体不适,应及时劝其暂停运动,并给予相关帮助。情况严重时,应联系培训对

象监护人,并送其到医院及时就诊。

8.5 教学评估

8.5.1 应在每次教学完成后由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对培训对象的参与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估,判断教学

目标的实现情况。

8.5.2 教学评估的内容宜包含:
———培训对象在训练过程中的表现;
———培训对象对跆拳道技术的掌握情况;
———培训对象对授课形式、授课方法的适应性。

8.5.3 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应根据教学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学活动和服务安排。

8.5.4 应定期向培训对象或监护人反馈教学评估结果。

9 管理与改进

9.1 应按照GB19079.22—2013的要求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9.2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9.3 应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公共场所疫情防控工作。

9.4 应备有常规急救药品。

9.5 宜购买体育场地险。

9.6 宜引导学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或适当的保险种类。

9.7 应定期开展运营服务评价,评价方式可采用自我评价、学员反馈、第三方评价等形式。

9.8 应针对运营服务评价结果,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9.9 应保存对运营服务评价与改进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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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跆拳道技术指导人员行为和教学规范

A.1 行为规范

A.1.1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A.1.2 严格遵守道馆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安排。

A.1.3 遵守跆拳道馆礼仪,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A.1.4 热爱跆拳道事业、崇尚跆拳道精神,积极推广跆拳道运动。

A.1.5 与学员之间相互尊重、谦虚礼让。

A.1.6 保持仪容仪表整洁,训练期间穿着统一道服,不佩戴个人饰品。

A.2 教学规范

A.2.1 认真做好课前准备,确保训练场地整洁、安全。

A.2.2 训练前应告知学员训练内容。

A.2.3 按照教学大纲规定内容进行教学。

A.2.4 示范动作准确到位。

A.2.5 教学期间,注意学员安全。

A.2.6 教学期间,手机静音,不接打电话,不看发短信。

A.2.7 教学用语健康、规范、简洁、生动。

A.2.8 教学期间与学员肢体接触应保持适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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