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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家推行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背景下，C职业技术学院参与了43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

文章以此为背景，剖析了1+X证书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体系、课程标准、授课内容、课程考核等与“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无缝衔接，可以有效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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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1+X Certificate System
of Computer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U Li-jun

(Changzho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Mechatronic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213164)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pilot work of th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participated in the pilot work of 43 vocat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1 + X pilot work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scheme, curriculum system, curriculum standards,

teaching contents and curriculum assess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X" vocat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technical skill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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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X证书制度的内涵
为满足市场需求，培养高质量的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2019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
案》[1]。1+X证书中的“1”是学历证书，是高职院校学
生在修完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课程后获

得对应的学分，并符合专业毕业条件，由教育部门

颁发的毕业证书，学历证书体现了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的基础性、系统性和全面性；1+X证书中的
“X”是相关专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由职业教
育培训评价组织颁发的，能够反映学习者具备完

成某一职业岗位关键工作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所

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素养，是在职业院校内实施

的，针对在校生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职业工作

能力学习结果的凭证，“X”是对“1”的补充、强化和
拓展，体现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应性

和灵活性。

2 1+X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C职业技术学院是首批参与1+X试点工作的职

业院校，截至2021年底共参与了物流管理、网店运
营推广、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等43个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试点工作，其中信息工程学院参与了传

感网应用开发、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工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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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实施与运维、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计算机视觉

应用、Web前端开发、大数据平台运维、企业网络安
全防护、智能计算平台应用开发9个计算机类专业
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试点工作，并组织学生参

加了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计算机视觉、Web前
端开发、传感网应用开发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认证考试，证书整体通过率87%。在这两年多的1+
X证书试点工作过程中，所遇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2.1 人才培养方案与1+X证书制度对接困难

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中，涉及到试点院校
和培训评价组织两个主体。其中试点院校为优质

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会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

学，其人才培养方案由相关的学术委员会根据地

区经济发展趋势、企业用人需求，借鉴同行院校经

验后制定，试点院校掌握学生学情，能很好地开展

教学活动，但对企业实际用人规格不够熟悉。“X”
证书的主体为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大多是行

业标杆企业，其面向某一职业岗位，依据国家职业

标准，联合行业、企业、院校开发能体现新技术、新

工艺、新规范、新要求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2]教育

培训评价组织的主要职责是针对职业岗位的典型

工作任务开发培训资源、设计考核标准、组织培

训、考核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评价组织

熟悉企业用人规格，但是在教学组织与开展上有

所欠缺，在试点工作过程中发现，由于高职院校跟

职业培训评价组织彼此独立，缺乏沟通，导致试点

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与1+X证书制度对接不畅。
2.2 教学资源欠缺

当前高职院校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资源大多

由高职院校教师自主开发，其职业针对性不强[3]，

未能融合“四新”元素，课程内容与1+X证书的考核
内容交叉少。而“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主体职业
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对相关教学资源的开发相对滞

后，在试点的9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只有5门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评价组织出版了正式教

材，另4门以网络资源和在线学习为主。另外由于
计算机类专业软件版本更新快，较早出版的《云计

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培训教材在使用半年后就面

临了版本更新问题，《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培训

教材在内容组织上未能体现工作任务、项目化特

征，有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通过网络学习的

方式开展培训，虽然教学资源相对完善，但是不成

体系，有些则通过网络刷题的方式开展培训，这样

虽然暂时地提高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证的通过

率，但是不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达不到职业技能证书考核的真正目标。

2.3 双师型教师职业技能含量偏低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需要的是一支能够把

握1+X先进理念，熟悉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能够进
行专业整体教学设计，满足新技术、新技能、新规

范、新要求的模块化教学创新团队。高职院校教师

的双师素质大多是通过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更新慢，职业技能含量低，职业岗位经验欠缺，在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开展的1+X师资培训考核
中，通过率较低，导致试点院校中1+X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讲师比例偏低。

2.4 课证融通困难

如何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工作融合到已

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也是试点工作遇到的难题。对

于新生可以通过重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方式将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中

去，而对于已经开始专业课程学习的大二学生，他

们已学的专业基础课程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

内容存在重合，此时如何开展培训，如何实现技能

等级证书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学分置换标准难以

统一。

3 1+X试点工作的实施建议
“职业教育是使人与职业相结合的教育过程，

以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导向，以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能力本位、德技并修、工学结合、

双元育人、育训并重、面向人人为主要特征。”[4]在

职业教育标准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修改和考核评

价中，政府、行业、企业、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以

及高职院校虽然作用不一，但是缺一不可。为提高

高职院校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保

障1+X证书制度的实施，在对计算机类9门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试点工作总结后，建议1+X证书制度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3.1 在政府指导下，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高职院校应当联合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专家、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政府部门主要起宏观指导作用，为人才培养提供

政策保障。行业企业专家主要为人才培养规格、培

养目标提供行业参考，确定岗位目标，为“X”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选取提供技能依据。高职院校是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主体，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时，需要结合政府的政策导向，服务于地方产业，

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在选取“X”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时，需联系学生实际，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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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进行审核、遴选，将其融入到

人才培养方案中。通过多元分工协作，将地方产业

发展战略、企业用人规格、专业岗位群所培养的职

业技能素养等进行有机整合，根据市场动态及时

调整优化，畅通企业、学校、学生和培训评价组织

的反馈渠道，充分发挥多元协同育人的作用，优化

人才培养方案，完善1+X制度，提高社会认可度[5]。

3.2 加强监管培，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证行为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是“X”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设计实施的主体，直接决定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含金量。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工作，发现有的

培训评价组织重点关注的是实训设备的销售、实

训室的建设和学生的认证考试，而对于教学资源

的开发工作开展较少，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完

善培训评价组织的运行机制，规范其组织行为。建

立针对培训评价组织的专家指导委员会，一方面

对企业参与成本核算，并出台激励机制，帮助培训

评价组织解决实际困难，争取更多发展资源；另一

方面建立质量跟踪监督保障体系，对于试点工作

中的过度逐利行为或其他不规范行为进行整改。

3.3 适应市场发展，校企合作共建“X”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培训资源

1+X证书制度要求职业院校必须同行业龙头
企业、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合作，以企业职业岗

位的用人规格需求为依据，确定人才培养应具备

的综合职业素养能力，遴选“X”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共同开发证书培训资源。只有选择合适的“X”
技能等级证书，提高证书的含金量，才能培养出高

素质的创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1+X证书培训教材是证书培训资源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教材编写时需体现“四新”元素，具有

时代前瞻性，融入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需要的专
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引入企业典型工作案例，

分解设计成适合教学的模块化任务，编写项目式、

工作手册式、活页式教材，并配套建设信息化教学

资源，便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发展较

快的计算机类专业，可以通过云平台建设在线培

训课程，及时更新课程资源，对已取得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学员分配学习账号，自主学习，通过培训

课程的在线测试后更新证书有效期。

3.4 结合1+X证书制度，推动模块化创新型课程团

队建设

结合“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打造一支“能讲
会做”的创新型模块化课程教学团队。课程教学团

队承担着专业课程教学与专业技能培训的任务，

“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突出技
术技能，要强化技能考核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

位，首先要求教师必须取得对应的“X”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讲师资格，才可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可以以教师的岗位晋升和绩效考核为抓手，鼓

励教师取得对应专业的技能等级证书，参与1+X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和考核工作，对在试点工

作中取得成果的教师给予奖励，以此调动高职院

校教师对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积极性。
针对“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构建模块化课程

教学团队，可以跟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开展深

度合作，鼓励教师下企业，或者聘请企业资深工程

师，利用教师的丰富教学经验，借鉴企业工程师所

提供的典型工作任务案例，联系学生实际，共同开

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资源。通过聚焦、协同、

延展的方法培养模块化课程教学团队，以内容创

新、模式创新、方法创新为核心，把课程做成精品，

把教学做成实战，把考核做成激励，提升课程团队

的综合教学能力。

3.5 制订“课证融通”标准，推进“学分银行”建设

“学分银行”是“课证融通”的基础，只有制订

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学分积累转换制度才能保

障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顺利开展。在1+X试点工作
中，C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建立校内“学分银行”的方
式限定学生的毕业条件，学院将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学分设为一

类学分，将考取“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获得的学
分设为二类学分，学生只有在修满规定的一类学

分和二类学分后才满足毕业条件，如有多余的二

类学分可以根据学分转换制度转换为一类学分，

而二类学分不可以用一类学分代替，鼓励学生积

极考取“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宽学生就业
口径。

4 总结
随着1+X证书制度的推进，高职院校应当与职

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开展深度合作，在政府部门

的指导下，基于企业用人规格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制订专业课程体系，将专业课程标准与“X”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标准相融合，将专业核心课的授课内

容与等级证书的考核内容相融合，统筹安排教学

进程，并将课程考核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评

价相同步，做到课程学分与等级证书成果互换，实

现“1”与“X”的无缝衔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下转第 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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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课的英语学习任务细分到每个组员，课上结合

任务驱动教学法和问题驱动教学法，让每个学生

都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学有所获，学有所长，培

养学生探究学习的能力，提高团队合作意识和责

任意识。

第三，课中结合超星学习通、微信公众号等教

学辅助工具和学习素材，丰富了教学手段，拓展了

德育内容，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明确职业道德，

提高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

2.3 教学评价体系层面

评价方式的多样化有利于促进评价结果的准

确性、全面性和客观性，督促教师不断调整教学内

容、完善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笔者所在院校

采用多维教学评价体系，方式如下：课堂结束前几

分钟通过超星学习通发放随堂评价，让学生自评

本堂课重点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课程思政的效

果；期中和期末由教务处以匿名的方式在麦可思

教学质量管理平台发放调查问卷，从侧面了解教

师的教学能力是否合格，教学进度是否合理，教学

方法是否有效，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意识地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等情况。

3 结语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高职院

校教师在新形势下开展育人工作指明了方向[7]，信

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教学辅助工具和学习素材的

丰富多样为教师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创造了

条件。作为高职院校英语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课

程思政意识和能力，积极探索英语教学与课程思

政的有机融合，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德的

引路人，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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