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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实践考试大纲 
一、实践考核目的及目标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实践部分旨在使学生能够利用所学劳

动关系与劳动法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实践训练，力求将理论

和实践有效结合，以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实践利用能力。具体实践

操作的目标和重点包括：劳动关系建立与员工入职管理的实务操作；

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与员工在职管理的实务操作；劳动合同

的解除、终止与员工离职管理的实务操作；劳动法律责任与劳资利益

平衡；劳动标准实施管理；劳动合同管理；集体合同管理；劳务派遣、

非全日制用工管理与用工模式的选择等内容。本课程的难点是在实践

操作中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知识的实践利用能力。 

 

二、具体实践内容 

实践模块一：劳动关系的建立与员工入职管理的实务操作 

任务一：招聘录用条件的规范设计。 

任务二：人员合理甄别时的就业歧视规避。 

任务三：录用通知书的合法制作。 

任务四：员工入职审查。 

任务五：劳动合同的拟定与签订实务操作。 

任务六：各类专项协议拟定的实务操作。 

 

实践模块二：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与员工在职管理的实

务操作 

任务一：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督促程序的操作应对。 

任务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变更劳动合同的合规操作。 

任务三：用人单位单方调岗的合规操作。 



任务四：劳动合同终止的合规操作。 

 

实践模块三： 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与员工离职管理的实务操

作 

任务一：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合规操作。 

任务二：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主动辞职的合规操作。 

任务三：用人单位合法辞退劳动者的实务操作。 

任务四：经济性裁员的合规实务操作。 

任务五：劳动合同终止、续延与续订的合规实务操作。 

 

实践模块四： 劳动法律责任与劳资利益平衡 

任务一：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及实务操作中的疑难问题处理。 

任务二：法定经济赔偿金、违约金的计算。 

 

实践模块五： 劳动标准实施管理 

任务一：加班加点工资的计算。 

任务二：考勤管理和加班审批的实务操作。 

任务三：带薪年休假天数与工资报酬的计算。 

任务四：病假管理的实务操作。 

 

实践模块六： 集体合同管理 

任务：工资集体协商和实务操作。 

 

实践模块七： 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管理与用工模式的选择 

任务一：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实务操作及用工风险防范。 

任务二：不同用工方式选择运用和法律风险防范。 



 

三、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1.课程教材与参考资料 

(1)推荐教材： 

符成成，《劳动法与劳动关系管理》(第 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22年。 

程延园等，《劳动关系》(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参考资料： 

程延园等，《劳动法与劳动争议处理》(第 2 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20年。 

2.课程考核方式与时间 

实践应用考核环节占课程考试的 50%，具体操作方式是根据学生

所学章节相关理论知识，教师从上述每个实践模块中选取若干实践任

务让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完成实践任务，要求一个学期教学中至

少每个模块任务中选取一个任务进行实践训练，总任务不少于 7 个，

最终实践得分为每个实践任务的加权平均分。 

3.课程自学方法与社会助学 

学生通过自己、社会助学、小组合作等方式完成实践任务的训练。

社会助学组织需要依照《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实践考试大纲，开

展教学、助学活动，为学习者提供专业实践基地等。本实践部分内容

建议学时为 2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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