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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证书制度下课证融通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
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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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1）

摘要：对全国高职院校 1+X 证书制度下课证融通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进行了文献检索与调研，介绍了课证融通的

课程体系构建原则，从专业对应的岗位群调研、到证书筛选、确定课程，到最后形成课程体系，全流程介绍了构建课证融通的高职电子

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具体做法和成果，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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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X 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提出至今已经批准

通过了 4 批共 447 个 1+X 证书，陆续出现了适合电子信息工程技

术专业的证书，如物联网单片机应用与开发、物联网智能终端开

发与设计等。通过中国知网对 1+X、课证融通、电子信息工程技

术等主题进行组合检索，同时包含 1+X 与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或课

证融通与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的文献并切中目标的仅有 3 篇。最早

是李学礼在 2019 年 1+X 证书颁布前提出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

选择 1+X 证书的原则与形式、与学历证书对接的职业证书类型、

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证书对接的方式；鲁春兰以其所在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开展 1+X 证书为例，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

X 证书与学生专业关联程度、人才培养与三教改革等 5 个方面探

讨了人才培养改革路径；贾佳分析了 1+X 证书制度下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状况，探索了构建“课证融通”人才培养

方案的思路。

因此优化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基

于 1+X 证书制度课证融通的专业课程体系，对于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及全国教育大会部署，落实 1+X 制度，深度促进专业与电子

信息企业协同育人，提升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培养符合电子信息企业岗位需求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大

意义。

二、课程体系构建原则

在构建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时，遵循以下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合：课程体系应体现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的相互融合与促进，确保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具

备实际操作能力。

基本素质与职业素养并重：在注重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课

程体系还应关注学生基本素质、职业素养的培养，实现学生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团队精神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课程体系应培养学生的团队

协作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二）职业性原则

岗位需求导向：课程体系应根据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职

业岗位需求进行构建，确保学生所学知识与职业岗位需求相匹配。

职业技能培养：课程体系应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包括

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等方面。

实践强化：课程体系应强调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和实施，通

过实习、实训等方式强化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三）课证融通原则

课程体系应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衔接，实现

课程教学目标与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融通；课程标准与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的融通；专业课程体系中的课程模块内容与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考证内容的融通。

（四）创新性与前瞻性原则

关注新技术与新工艺：课程体系应及时关注电子信息产业的

新技术和新工艺，将其纳入教学内容中，确保学生掌握最新的知

识和技能。

前瞻性课程设置：课程体系应具有前瞻性，预测未来电子信

息产业的发展趋势，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

创新教育模式：在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和创新

教育模式，如“大平台 + 小模块”课程体系、“通识教育 + 专业

教育 + 个性教育 + 素质教育”的培养模式等，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

个性化的学习机会。

三、具体做法

1. 岗位群调研。首先对电子信息制造行业进行调研，根据高

职国家教学标准要求，考虑到专业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职业

发展的要求，分别对以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企业和以电子产品研

发为主的企业进行了调研，对照国家职业目录，筛选出适合高职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生就业的电子设备装接工、智能硬件装

调员、制图员、制版员等基础岗位和电子硬件工程师、电子软件

工程师、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拓展岗位为集合的岗位群。

2. 筛选证书。根据这些岗位，从国家已经批准通过的 4 批共

447 个 1+X 证书进行一一比对，筛选出与岗位群对应的电子装联、

智能终端产品调试与维修、智能硬件应用开发、物联网单片机应

用与开发、嵌入式边缘计算软硬件开发等 1+X 证书。

3. 确定课程。采用工作过程系统化方法，将专业对应岗位群

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梳理分类，划分行动领域，在考虑教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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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可能的情况下转化成学习领域，同时结合 1+X 证书对相关技

能点的要求，形成与岗位和证书对应的课程。如通过对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专业岗位群的工作过程系统化开发，得到了与电子设备

装接工及电子装联 1+X 证书相匹配的电工基础、电子技术、电子

基础技能实训，电子产品生产与检验，电子工艺等课程。表 1 为

岗位、证书、融通课程对照表。

表 1 岗位、证书、融通课程对照表

4. 形成体系。在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国家专业标准的

框架下，本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目标，按照“基础 + 平台 + 方向”的模式，构建课证融通的课程

体系，如图 1 所示。

课程体系包括以下四个模块：

基础课程模块

基础课程模块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该模块主要培养学生具备基础身体与文化素

质、外语交流及学习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及职业素养，包括

大学英语、应用数学、体育、大学物理、信息技术基础、创新创

业基础等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该模块主要培养学生具备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包括 C 语言、电工基础、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课程。

专业平台课程模块

该模块针对职业岗位和专业培养目标开设课程，是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培养学生具备从事电子信息产品设计、

生产、调试、维护维修等工作的能力，为学生后续进行专业提升、

岗位分流、职业方向选择等提供坚实的技术技能平台。课程内容

包括单片机技术应用、EDA 技术应用、嵌入式技术应用、电子产

品生产与检验、电子产品制图与制版、传感与检测技术等。

专业方向课程模块

该模块包括专业选修课和“1+X”证书训练模块课程。

专业选修课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定位、兴趣爱好或技术

特长，选择适合自己职业发展的课程进行学习，培养学生电子产

品软件开发、调试维修、物联网技术应用等方向的能力。

“1+X”证书训练模块课程为不同的学生考取电子装联、智

能硬件应用开发等不同的“1+X”证书提供训练保障。学生根据自

己的职业及岗位规划和定位，选取不同的“1+X”证书训练模块进

行学习，以获得相应的“1+X”证书。

图 1 课证融通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结构图

四、结论

基于“1+X”证书制度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

建研究，对于提高相关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构建以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为主线的课程体系，

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衔接和融通，可以培养出更

多符合社会需求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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