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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改革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以课程改革为核心全面推动教学模式变革，“岗课赛证”四位一体

融通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手段。分析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岗课赛证”融通的内涵和原则，结合软件技术专业1+X证书

制度，融合职业技能竞赛，构建“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开展“岗课对接”“课证融通”和“课赛融通”优化实践，从而

培养具备多岗位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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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iculum reform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takes curriculum

reform as the core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ode. The integration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and

certificate is a good mean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connotation and

principl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and certificate, a four-in-one curriculum system is built, combined with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of software technology major, integrating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 The optimization practices of post-

course docking, course-certificate integration and course-competition integration are carried out, so as to cultivate compound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with multi-pos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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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4日，在全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电

视电话会议上[1]，孙春兰指出，“稳妥推进 1+X证书

制度试点。把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结合

起来，是职教改革方案的一大亮点，也是重大创

新”。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多类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将职业技

能证书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有机融合，并优

化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促进课证融通，可以有效

促进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

2022年 2月教育部发布工作要点[2]，明确提到

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其中重点强调要“推进

‘岗课赛证’综合育人”。“岗课赛证”是指工作岗

位、专业课程、技能竞赛、职业技能证书，它既是校

企双元育人的载体，也是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技

能人才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学生提升自身职业

素养、技能以及综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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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有序推进背景下，

如何进一步促进“岗课赛证”四位一体融合，改进

人才培养方案，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提高综合人才

培养质量，是现阶段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结合A
职院软件技术专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在“岗课赛

证”融合视域下，以问题为导向，从分析融通内涵

和原则、重构课程体系、优化评价和保障体系等方

面提出研究思路和建设方案。

1“岗课赛证”融通下的专业课程建设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
目前，很多学者提出了 1+X证书制度下的课

程改革。有的从 1+X证书制度的内涵和内在要求

出发，挖掘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3]；有的将 1+X职

业技能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课程体系改

革策略[4]；基于 1+X证书制度，提出“岗证赛课研”

的课程体系建设，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供

给侧改革[5]；从实现层面、推进层面，提出立足岗位

能力需求，重构课程体系，推进“三教”改革，培养

高素质技能人才[6]；基于岗位技能标准设计课程，

借鉴世界技能大赛理念，加强课证融通，探寻高技

能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7]。然而，在“岗课赛证”综

合育人下，很多专业课程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1“岗课赛证”融通力度不够

随着 1+X证书试点工作被逐步推进到高职教

育工作中，很多学校都积极开展 1+X证书认证工

作。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 1+X认证体系

并没有完全融合到专业课程体系中，而是单独划

分在某一门或几门核心课程中，作为课程的一个

模块来开展项目实训和认证培训。同时，在开展学

生职业技能竞赛工作时，有些学校会单独开辟一

门课或由专门负责老师进行集中培训和指导；有

些学校则会在一门课中开辟一个模块来集中训

练；还有一些学校会在课后单独花时间为学生进

行辅导和实训。这些措施都导致了技能证书、竞赛

标准和知识体系无法与专业课程体系完美融合。

1.2 企业参与力度不够

很多学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内

容设计、教学项目开发和综合项目实践的时候，都

会邀请企业专家指导和参与，开展校企合作。然

而，在“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如果企业仅仅在教

学设计初期参与，或者在教学过程中偶尔参与，显

然是不够的。合作企业，尤其是 1+X证书标准制定

企业和职业技能竞赛规则制定企业，并没有全过

程参与到学校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学中，企业参与

方式没有形成动态机制。

1.3 课程体系评价方式不完善

部分课程的评价方式依然单一，针对课程本

身进行过程性或成果性评价。而在“岗课赛证”融

通背景下，针对课程体系的综合评价方式还不成

熟，很难确保课程质量。

2 分析“岗课赛证”融通内涵和原则
1+X证书制度要求学历证书与技能证书相融

通，要求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相适应。高职院校与

行业企业协同合作，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和课程体系重构等教学全过程，培养综合人才，提

高教育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课证融通”要求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遵循与 1+
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相对接的原则，并符合国家、

企业职业标准。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融入到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按照职业技能等

级标准确定课程内容，修订教学计划，重构专业课

程体系。学生在完成专业课程学习后，还可以获得

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以证代考，培养专业

核心能力。

“课赛融通”要求课程教学遵循与专业技能竞

赛标准相适配的原则。根据专业特点，选择适合的

专业技能竞赛项目嵌入到核心课程中，竞赛要求

的环境、内容、标准要与课程教学保持一致。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课赛融通，培养创新型、复合型的

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同时，1+X职业技能证书的认

证体系也可以和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相结合，实现

“赛证融通”，共享课程资源和训练平台，进一步促

进学生专业应用和专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课岗对接”要求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遵循与职

业岗位能力目标相对接的原则。1+X证书中的“X”
代表了职业技能证书，强调的是学生胜任对应的

职业岗位，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因

此，“课岗对接”的前提是“课程融通”，本质是技能

与岗位的融通。1+X证书标准制定企业应该充分调

研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将证书标准和岗位能力标

准对接。职业院校与这些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共建

资源和平台，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实现“课岗对

接”。

3 构建基于“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的课程体

系
3.1 将1+X证书制度与课程体系融合，开展“课证

融通”

明确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国家教学标准

以及岗位目标，充分调研相关企业的 1+X认证标

准，从而选择与本专业最契合的 1+X认证体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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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下，一个专业可以选择一到两个证书，可以

对应到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同阶段、方向或课

程模块，从而构建与 1+X认证标准相匹配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首先，课程体系标准的制定要与证书标准、企

业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接轨。要将课程与职业技

能证书无缝对接，要将 1+X证书认证体系、岗位能

力要求与课程知识体系有机融合，开展“课证融

通 ”。软 件 技 术 专 业 对 应 的 1+X 证 书 主 要 有

JavaWeb应用开发和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在制定课程标准的时候，要将 1+X技能等级

证书对应的工作领域、岗位要求以及职业技能要

求融入其中。从产业层面，将人力资源岗位需求与

人才培养相融合。从顶层设计角度，将企业经验和

专业教育相结合。以 1+X证书为抓手，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重构课程标准和课程体系。

其次，要优化专业课程体系结构，搭建“底层

平台、中层模块、高层拓展”的柔性化课程体系，如

表 1所示。底层平台模块包含了专业基础和公共基

础平台课程，负责专业内通识知识和技能的教学。

中层模块主要是专业核心课程，包含专业核心知

识，培养学生专业技术技能。高层拓展模块，主要

包含专业群中的交叉知识和技能，供专业群内专

业互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拓展能力，提高复

合型技术技能水平。

表1 软件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综合实践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模块课程

专业基础平台课程

公共基础平台课程

软件技术专业课程

综合实训课程

Python程序开发

Hybrid App应用开发

大数据应用

Java程序设计

JavaWeb应用开发

JavaEE企业应用开发

软件测试

软件工程与项目管理

移动应用开发

微信应用开发

C语言程序设计

Web前端技术

数据库应用开发

计算机网络技术

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思政教育、劳动教育、形势与政策、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等

JavaWeb应用开发1+X证书级别

高级

初级

初级

中级

中级

高级

初级

初级

Web前端1+X证书级别

中级

中级

中级

初级

初级

中级

基于 1+X证书制度的课程体系，以岗位为导

向，能力培训为主线，培养“一人多岗”的复合型人

才。JavaWeb应用开发和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对应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课程体系

充分体现了 1+X证书的各个等级阶段或课程模

块。软件专业对应的主要技能证书 JavaWeb应用开

发，课程体系涵盖了该技能证书的三个级别。而

Web前端开发作为专业方向，可供选择的级别只有

初级和中级，不包含高级。证书级别与对应的核心

课程模块关系如表1所示。

以 JavaWeb应用开发证书为例，初级涵盖 Java
程序设计、JavaWeb应用开发以及数据库应用开发

等课程的内容。在初级阶段，强调学生要养成正确

的 编 码 习 惯 与 职 业 精 神 。中 级 涵 盖 Spring、

SpringMVC、MyBatis 三 大 主 流 技 术 框 架 ，包 含

JavaEE企业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等课程内容。而高

级涵盖 SpringBoot、Docker、MongoDB等新技术，以

及行业内主流的项目管理规范和软件工程项目要

求，包含软件工程与项目管理、综合实训等课程。

Web前端开发技能证书的初级阶段涵盖Web前端

技术等静态网页制作相关课程，中级则增加了移

动应用开发、微信应用开发等动态网站开发技术

课程。

在设计课程体系内容的时候，要以岗位需求

分析为导向，选取证书及典型岗位工作任务，将工

作环境转化为学习环境，拆解任务需要的素养、知

识、技能，对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设计。同时，还要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坚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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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爱国精神、

劳动精神以及职业精神。学生学习相关的理论知

识，具备专业技术技能，获得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

证书，同时也能够培养相应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

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3.2 将职业技能竞赛与课程体系相融合，开展“课

赛融合”

职业技能竞赛是检验学生专业实践水平、衡

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开展校级、省

级、国家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要将竞赛标准、竞

赛要求、竞赛内容、训练项目、训练环境充分融入

到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中，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促进“课赛融合”。基于“课证融通”构建的人才培

养体系和课程体系，充分考虑了 1+X职业技能等

级标准，而制定 1+X证书标准的企业应该充分考

虑相关的职业技能赛项要求以及高职院校的参赛

需求，从而更好地促进课、证、赛一体融合。

目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基本做到了专

业全覆盖，得到了高职院校的广泛认可。软件技术

专业对应的职业技能竞赛主要有：移动互联网应

用软件开发、软件测试、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赛

项。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大赛对应的核心课

程主要有 Java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开发、移动应

用开发、JavaWeb应用开发等课程。软件测试大赛

对应的核心课程主要包含 Java程序设计、软件测

试、软件工程与项目管理等课程。各院校应该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在充分分析各项赛事的竞赛环境

和竞赛内容后，选择合适的赛事。针对性地开发专

业课程体系，配套课程实践平台和项目实训平台，

开发相关实践教学和项目训练资源，使得课程内

容和教学环境能够完全支撑技能竞赛标准和要

求，实现课程教学和竞赛训练无缝衔接。

3.3 深化校企合作，共建资源，开展“课岗对接”

A职院软件技术专业作为计算机网络技术专

业群的核心专业，立足区域，服务地方，主要培养

的是从事软件系统设计、软件系统开发、Web应用

开发、软件测试、软件部署与运维、技术支持等多

岗位工作以及“现代班组长”以上潜质的高素质劳

动者和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立足岗位需求和专

业（群）人才培养目标，在“课证融通”“课赛融通”

的基础上，选择与 1+X认证标准制定的企业、职业

技能大赛规则制定的企业以及业内知名企业开展

校企深度合作，可以进一步掌握企业、行业的职业

标准、岗位需求和岗位标准。引入企业实践资源和

师资力量，基于“校企双元”合作，设定人才培养目

标和人才培养方案，共建教学实验实训环境，重构

“课岗对接”的课程体系、建设“双师型”师资团队，

开发线上线下立体教学资源，深入开展产教融合，

实现“课岗对接”，形成企业参与动态机制。

例如，A职院软件技术专业与D公司合作，采

用D公司制定的 JavaWeb应用开发 1+X证书标准，

职业岗位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职业技能

知识体系与课程体系无缝对接。通过实践证明，学

生通过职业技能证书认证考试的比例达到 80%以

上，学生在获得技能证书的同时，提高了职业技能

和专业能力，增强了岗位就业竞争力。

4 完善课程体系评价方式，保障“岗课赛证”

四位一体融通
建立健全课程体系评价方式，校企合作，多方

参与，融合技能证书认证体系、技能竞赛评分标准

和规则。打破课程单一考核和评价方式，结合分层

分类教学改革中分层评价方式，构建个性化、多样

化的课程评价体系，科学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保障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有机融通。

4.1 建立多方参与的全方位课程评价体系

评价主体多元化、专业化。引入企业、行业专

家全程参与课程体系改革过程，形成由企业与行

业专家、教学督导、专业教师、学生等多方参与的

全方位课程评价体系。可以及时反馈岗位需求、就

业数据、人才标准以及职业技能证书要求和职业

竞赛标准。

4.2 将1+X证书制度融入到课程评价机制

融入 1+X证书考核内容，完善课程评价中的

学分认定和转化机制。学校制定课程学分认定和

转化制度，并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学生在获得“X”
证书后，可以申请对应课程免修，或者相关课程学

分互认和转换。同时，如果学生获得更高等级的职

业技能证书，也可以重新申请该课程更高分数的

认定。

4.3 将技能竞赛评分标准融入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体系中融入职业技能竞赛内容，课程考

核也要包含竞赛评分标准。平时课程教学评价中

要兼顾竞赛阶段性要求、实训情况、成果达成度以

及最终的竞赛奖项。将竞赛考核工作纳入最终课

程考核要求中，全面评价学生综合表现。

4.4 建立分层分类评价方式，促进个性化评价

深化分层分类教学改革，根据学生个体差异

分层设置教学内容和工作任务，搭建教学环境，构

建分层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中根据分层设置

的教学任务，将过程性评价与成果性评价结合，分

层考核学生个体的学习效果，注重个性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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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课赛证”融通、综合育人是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重点。以软件技术专业为例，立足岗位需求，

结合 1+X证书制度，融合职业技能竞赛，开展“岗

课对接”“课证融通”和“课赛融通”实践研究，提出

在“岗课赛证”四位一体融通视角下的课程体系构

建思路和策略，从而培养具备多岗位能力的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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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body{margin: 0;padding: 0; font-size: 24px; text-

align: center;}
/*设置所有模块的宽度为980px，居中显示 */
div{width: 980px; margin: 5px auto; background:

#d2d2d2;}
/*分别设置各个模块的高度 */
#header{height: 60px;}
/* logo左浮动 search右浮动*/
#logo{width: 300px;float: left;margin: 0;}
#search{width: 300px;float: right;margin: 0;}
#nav{height: 40px;}
#banner{height: 200px;}
#content{height: 200px;}
/* main左浮动 aside右浮动*/
#main{width: 70%; height: 200px; float: left;

margin: 0;}
#aside{width: 30%; height: 200px; float: right;

margin: 0;}
#footer{height: 90px;}
</style>

4 结束语
使用 DIV+CSS技术进行网页布局，配合使用

浮动、定位等相关属性，灵活应用，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而且遵循Web标准，进行结

构与表现分离，采用规范命名，可以使得项目在后

期的维护上更容易，同时在二次开发和重构上也

具有优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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