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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课赛证”融合育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杨怡人

（西安思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岗课赛证”依托校企深度合作，将行业岗位的真实

工作任务与课程建设相结合，在实际教学环节融入专业相关的技

能型竞赛，通过成果考核与职业技能型证书挂钩的方式，实现四

者间的有机融合，为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方式创新、提高技能

型人才培养质量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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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现有课程教学内容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技术和社

会需求所引发的在校生就业难、职业能力欠缺等问题，2021 年 4 月，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岗课赛证”育人模式。同年 10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岗课赛证”育人机制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十四五”规划对职业教育提出的“增强适应性”

要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岗课赛证”融合育人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教学改革的迫切需要。

一、“岗课赛证”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内涵

“岗”指具体工作岗位、“课”是课程体系构建、“赛”为

职业技能型大赛、“证”即专业技能型证书。“岗课赛证”融通

旨在解决教学与生产脱节、技术能力滞后于市场需求等问题。通

过将匹配行业需求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和实践性较强的项

目模块适时融入课程编排，将就业所需的各项要求、专业技能型

大赛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涵盖的各项能力，融入教学改革方案

和人才培养计划中，以实现“人岗匹配”的目标。“岗课赛证”

融通，既是学与用的统一，也是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统一。

就辩证逻辑关系而言，“岗课赛证”可分为“岗课”与“赛

证”两部分。其中，“课”为融通模式的起点和落脚点，是人才

培养的基本途径和师生连接岗位需求、职业技能的桥梁。其核心

在于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实现德技并修。通过“岗课”衔接，

可以将行业新标准和新技术融入课程计划，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

对岗位胜任能力带来的新挑战。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工学结合

等方式均是“岗课”连接的体现。

“赛证”作为检验教学成果的典型手段，通过对标以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为核心、结合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的专业技术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主的专业竞赛活动，充分发挥大赛对课程及

教学的导向与催化作用。在课程内容中渗透职业资格证书、培训

证书、职业技能证书等专业证书的考核要求，彰显职业教育育人

与技能两手抓的特点，其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岗课赛证”融通的辩证逻辑关系

二、“岗课赛证”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困境

（一）课程标准制定因素

课程作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在标准设立、方案

建设上通常都经过了较长的实践与探索，课程的增删和修改往往

需要多方审核。“岗课”匹配，离不开对衔接岗位的发展前景和

行业需求的深入洞察，这除了需要专业建设团队深厚的职业素养

外，还离不开深入一线、结合行业实际用人需求的全方位考量。

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材编排，通常具有滞后性。职业教育语境下，

考虑到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能力及技能储备间的差异，如何在循

序渐进的对工作任务进行分级的同时，满足岗位结构体系的变化

和行业技术的革新，是教学改革实施的难点之一。同时，在国家

政策的号召下，各类大赛层出不穷，技能证书琳琅满目。如何在

课程标准制定中匹配到真正满足行业需求、最大化学生主观能动

性的赛事和证书，也值得思考。

（二）师资队伍建设因素

教师队伍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首要资源之一，而建设高素质“双

师型”教师队伍，是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工作。现

阶段的职业化教育中，一线教师大都具备较为深厚的专业理论知

识，但同时存在学问化课程体系与职业实践相分离的状态。产教

融合浪潮下，如何通过完善入职培训、优化引入制度、拓宽培养

渠道、健全奖励机制来更好地盘活编制存量，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促进教师团队在自我发展的同时，满足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值得思考。通常而言，多数职业院校根据其自身发展定位，采取“专

职教师”与“外聘教师”或“固定岗位教师”与“轮流岗位教师”

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模式下，如何统一建设标准、完善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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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双师型”教师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问题，仍有待探索。

此外，专业技能证书作为“岗课赛证”融合与人教学改革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依托企业力量，发挥教师团队在创新教学过程

中对于“1+X”证书的示范引领能力，也需要大量实践案例进行印

证。 

（三）评价体系完善因素

现阶段，学界在“岗课赛证”融合育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中，

多以理工科类强应用型的专业为主，缺乏普适性更强的、适用于

全学科的通用范式，院系间沟通壁垒明显。针对“岗课赛证”融

通机制和具体路径的实践案例屈指可数，且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

考核方式单一、无法调动师生积极性等问题。“岗课”“课赛”“课证”

间的学分转换、绩效考核等内容尚无统一标准，各地区证书考核

价格谈判的进度同样差异较大。除此之外，如何评价“岗课赛证”

模式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促进作用，哪些维度可以作为成果转化

的评价标 准，现阶段仍缺少统一标准。

三、“岗课赛证”课程教学改革的融通路径

（一）推进课岗融合，校企共建反馈体系

以岗为方向，课为基础，通过深度校企合作，明确人才培养

的具体目标。借助“校”“企”人员双向流通协作共同体，可聘

请行业领军人物、高技能型人才、赛事组委会等相关机构的专业

人员到校任职，建立校企流通实验站、工作室，以专业所面向的

岗位、岗位的具体工作任务及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各项能力为导向，

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提炼，以职业需求为典型培养技能，将学生

的学习方向与岗位的工作任务进行全方位结合。通过对以知识为

导向的学科分类、以技能为核心的系统培训、以任务完成为目标

的职业化课程教育内容的深度揣摩，借助仿真的工作场景，将学

生的岗位认知与知识结构相连接，实现从“能力匹配岗位”的客

观需求，到“课程对接工作”的主观愿景。

（二）强化技能培养，大赛证书检验成果

当前，我国已形成“校赛、市赛、省赛、国赛”四级职业技

能赛体系，赛道也从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到师生同赛，呈现出多

元化趋势。在牢牢把握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上，通过理解现有课程，

导入与课程内容关联度较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型大赛内容，

改变原有的经验式教学，主动优化教学结构，根据大赛需求及证

书技能要求更新课程培养目标、培养计划、教学进度和考核方式。

强化“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鼓励一线教师在课程建设上的

自我表达——从课件制作到教学安排，主动适应职业化教育浪潮

下对课程体系的新要求。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证书学分转换

机制，鼓励学生通过证书考取的方式强化专业技能。

（三）完善教改方案，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与企业共建在校教师实践基地，鼓励一线教师深入企业内部，

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能力需求图谱。从人才培养目标角度出

发，借助企业导师的行业资源，在教学设计、专业认知、实践操

作等方面实施分级培训，建立校本培训与企业挂职模式相结合，

凝练出教师的职业能力。在培训制度和晋升机制上，以有经验的

学科带头人、专业骨干为核心，组成“岗课赛证”教学改革团队，

通过校企交流、跨学校、省市合作、走访及研修访学等形式，打

造高素质“双师型”教育教学创新团队。在学科竞赛的基础上，

将大赛项目融入教师培养方案、培训内容与绩效考核中，建立教

师与岗位的天然连接，主动适应行业变化对课程建设带来的全新

挑战，由传统的经验模式走向实证模式，全面推进一线教师综合

育人能力的自主发展。图 2 为上述融通路径间的逻辑关系。

图 2：“岗课赛证” 课程教学改革的融通路径

四、结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岗课赛证”模式的实践，为人才培

养方案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通过紧贴市场

需求的赛项人才培育，在课程设置与实践方案上强调学创新能力、

综合能力、就业能力及创业发展潜力的培养，形成从岗位用人需

求到大赛实践、证书考取，再到教育教学改革的多环节有机衔接，

为拓宽职业院校的办学思路、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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