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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现代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三教改革”成

为当前职业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2019 年国务院颁布

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职业教育的现代化

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突出体现。”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目标与方

向应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结合实际生产需要和学生自身的学

习需求，科学、系统地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在满足职业教育改革

趋势的同时，符合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在这种要求下，高

职院校实施“1+X 证书”制度，对专业建设过程中的“三教改革”

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深入探究“1+X 证书”制度对高职

土建专业“三教改革”的促进作用，以期能够提升高职院校土建

专业教育质量，为促进高职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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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

“三教改革”中的“三教”是教师、教材和教法的统称。高

职院校实施“三教改革”，就是在特色专业的建设过程中，对教

师的教学观念和师资力量进行改革、对教材选取和教材内容的取

舍做改革、对单一传统的教学方式做改革。高职院校应该主动实

施“1+X 证书”制度，通过制度的施行为学生和教师树立清晰的

目标，从而推动高职院校在师资力量、教材内容和教学方式的上

的改进，提升高职院校“三教改革”的质量。

一、结合“1+X 证书”制度提高专业师资力量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相关要求，未来高职院

校专业的教师大部分来源于土建企业及行业专家。现阶段我国土

建行业实行的是执业注册制度，注册师的数量成为衡量土建企业

技术力量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工程建设领域产生了技术

人员“挂证”现象，这种现象严重扰乱了土建行业的市场秩序，

难以保证土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于是我国出台了相关政策对打

击挂证现象，但是其中有一条“实际工作单位与注册单位一致，

但社保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属于挂证行为”，导致许多职

业教师由于不能满足社保要求而被迫注销证书，导致高职院校土

建行业的“双师型”制度基础被动摇，就算教师取得了相应的资

格证书也不符合国家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重新考虑“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

在实际情况下，高职土建类专业的教师应该通过“1+X 证

书”制度，考试获取相应等级证书。首先，通过考前的系统复

习能够有效巩固专业知识基础，促进自身专业技能实践的发展，

这样才能达到“双师制”的技能规范要求，才能更好地开展高

职院校土建类专业的教学活动。其次，在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后，

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工作展开市场调研，通过带领学生进行专业

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岗位信息，保证教学内容与市场

需求的有效衔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提升专业课程质量，推

动“三教改革”的发展。

二、结合“1+X 证书”制度优化教学内容设计

在当前的高职院校土建专业建设的过程中，有很多教学内容

脱离了行业的实际需求，有些教学内容过于陈旧却还在被运用。

这就要求高职土建专业的教师根据土建行业的具体需求为学生制

定模块化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融合“1+X 证书”制度，指

导学生考取相关证书，从教学内容上进行改革，推动高职院校“三

教改革”工作的有序发展。

高职院校土建专业在进行课程设置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就

业岗位的实际用人需求和应该具备的基础知识进行模块化教学，

通过将学生的学习内容进行科学的分割，分解为若干模块，使学

生在进行模块学习过程中能够把握好知识的连贯性，同时在学习

完成后可以根据模块化知识去考去相应的职业资历、资格证书。

土建类专业知识可以划分为 CAD 制图模块、工程测量模块、施工

管理模块等等，在进行相关知识的教学活动时教师要保证土建知

识的连贯性，在必修课学分修满之后就能够领取毕业资格证书，

在完成相关模块的学习考核之后就能够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

证书。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升土建专业的课程建设质量，有效推

动土建专业“三教改革”的全面深化。

三、结合“1+X 证书”制度优化教学手法

在高职院校土建专业建设的过程中，教师或者学校可以结合

相关政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学分银行”等学分积累平

台系统，通过学分评价机制的建设，结合政府教育专职部门的监督，

向具有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高职院校分配个人学习账户，

将土建类企业工作模块与高职土建学习模块及课程学分相对应，

这样，无论是已在企业工作但是希望进步考取学历证书的专业人

士，还是对已经取得毕业证书但想要考取专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

来说，都能够提供相关的服务平台，从而有效实现土建类专业学

历证书与职业能力资格证书的相互衔接，在整合教学资源的同时

促进土建行业发展，拓宽土建类专业人才渠道，从根本上实现教

学手段的优化设计，推动“三教改革”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1+X 证书”制度下的“三教”改革是新时期高

职教育转型的必要之举，通过对教师、教材、教法进行改革，能

够实现高职土建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培养一大批符合时代发展

需求的高素质职业人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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