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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职现代商贸专业群“1+X”证书研究和思考
——以南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冯　露

（南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2019 年以来，国家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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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传统的专业建设中的专业设置与产业发

展脱节、专业设置重复、资源分散而缺乏竞争力、就业质量不高

和产业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的需要而开展的院校专业群建设，这

正符合国家“1+X”证书制度的需要，从而培养行业需要的复合型

应用人才。本文以南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为例，从中职现代商

贸专业群“1+X”证书研究和思考来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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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建设概述

专业群建设概念意指将某一集中领域相关的专业集合起来，

依据自身的办学特点和优势，指导符合大类专业教学发展规律的

策略，从而实现院校专业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在专业群内，学校要依据地域特点和专业特色，将行业和技

术相结合，以集合的形式发展专业、建设专业，这将成为今后的

专业发展建设方向和趋势。传统的教学模式和育人体系需要得到

创新和完善，存在专业教学课程与行业发展脱轨，专业方向目标

不清晰的现状。

如何加强教学改革探索，成为了一个必须要进行探索的问题。

于是 2006 年教育部和财政部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要抓住“十一五”

建设的东风，共享各专业的教学资源，集中教学条件，体现教学

资源集约高效的特点，从而真正推动中职学校发展，创建一批高

质量专业群。

我校为中等职业学校，2019 年以来开始进行现代商贸专业群

建设，是以市场营销专业为核心，协同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服务

与管理专业共同培养适应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

人才。

现代商贸服务业主要指通过应用信息技术，从传统服务业改

造和衍生而来的商贸服务业形态，如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以及

连锁经营等现代商业组织形态。为顺应商业模式变革的发展趋势，

培养具有现代商贸意识和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当今以智慧互联网

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跨专业、跨课程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必然。

二、商贸专业群建设符合国家“1+X”证书制度的需要

我国 2019 年年初推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

称“职业教育二十条”）随着该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学历证书

+ 职业技等级证书”（1+X）证书制度正式开始实施，并以个别

院校为试点，逐步向全国范围内推广。“1+X”证书制度中，“1”

代表着学历证书，X 则代表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两者是相互融

合，互为补充。该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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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群的建设旨

在培养行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人才，正适应了“1+X”证书制度

实施的需要。

三、中职现代商贸专业群“1+X”证书实施的措施

（一）在办学中宣传“1+X”证书的重要性。

新生入学时，各个专业都会进行新生专业教育这项工作。在

新生教育时就要提出国家正在开展的“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让我校现代商贸专业群的学生明确什么是“1+X”证书制度；实施

“1+X”证书制度的目的是什么；落实“1+X”证书制度的重要性。

让学生一开始便结合自己的情况来思考自己在中职里可以考取哪

些证书，提前做好规划。除了新生教育，还应将“1+X”证书制度

建设的内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不断去强调“1+X”证书的重要性。

（二）帮助学生明确企业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

对于学生而言，应该在入学时逐步弄清自己所在专业的培养

目标。通过企业调研，明确企业的用人需要，将调研的结果融入

到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

邀请企业专家到学校进行讲座，让学生直接和企业人员面对

面交流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而分析和找出自己还存在的不

足；

还可以让优秀毕业生到学校与在校生交流，从自己的亲身经

历的讲述来帮助在校生认识自己在校的努力方向。

学生不仅要明确自己本专业对口企业的用人要求，还应通过

学校了解在所在的专业群中其他专业对口企业的用人要求，结合

自身的情况来规划自己今后的就业方向。

（三）积极申请成为“1+X”证书试点院校。

国家自 2019 年开始，重点围绕服务国家需要、市场需求、学

生就业能力提升，从 10 个左右领域做起，启动“1+X”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我们根据现代商贸专业群内各个专业建设的条件积极

申报试点工作，目前已获批 3 个证书，分别为物流管理（初级）、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初级）及电子商务网店运营推广（初级），

现在在积极申报直播电商（初级），电子商务网店运营推广（中级）、

农产品电商运营（初级）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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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确专业群内的学生能考取的证书

在我校的商贸专业群建设过程中，我们通过走访企业了解到

企业的市场营销人员需具备一定的市场营销专业知识，掌握办公

软件的操作，还要具备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社

交能力等，这样才能在与客户打交道时，快速了解顾客的心理，

运用语言去启发打动顾客，抓住商机，同时能善于与他人建立联系，

互相沟通，取得信任，化解和处理各种矛盾以及拥有快速、清晰、

敏捷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电子商务人员具备一定的电子商务知识，办公软件操作能力、

市场能力、沟通应变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等。物流人员需具备一

定的物流专业知识，掌握办公软件的操作，市场开发、行业销售

能力、团队配合、跨部门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吃苦耐劳精

神。从三个专业的用人需求，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通的能力要求，

如熟悉办公软件操作、市场开发、语言表达、沟通应变等能力。

那么在我校的现代商贸专业群建设中需要对三个专业学生的共通

能力的培养进行研究。

针对我校现代商贸专业群的三个专业应具备的能力要求，我

们将三个专业能考取的证书罗列如下：

1. 市场营销专业

办公软件应用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

新媒体技术、数字营销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数据分析、网店运营

推广和直播电商职业技能证书。

2. 电子商务专业

办公软件应用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

新媒体技术、数字营销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数据分析、网店运营

推广、直播电商和农产品电商运营职业技能证书。

3.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

办公软件应用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

新媒体技术、数字营销技术应用、物流管理、仓储与配送、快递

收发与派送、物流仓储与运输客户服务职业技能证书和叉车驾驶

证。

我们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不仅可以考取自

己所在专业的证书，还可以考取专业群内其他专业的证书，以此

来扩大自己的学习的范围，提升就业本领。

（五）将“1+X”证书内容融入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结合我校商贸专业群中相关专业已获批能考取的证书，组织

老师参加证书的师资培训学习。老师们利用教研组学习时间，开

展对证书考核内容的研究，思考证书内容如何融入平时的课程教

学的主题活动。

根据商贸专业群内相关专业的通用能力，如三个专业的毕业

生都需要熟悉办公软件操作、市场销售能力、客户沟通与服务能

力等，结合这些情况，研究开设通用课程，如办公软件操作、新

媒体营销、商贸客服实训等课程。

利用选修课这一平台，开设与证书有关的课程，鼓励专业群

内的学生选报非自己专业的课程，如物流服务与管理的学生可以

选择新媒体技术职业技能证书的选修课进行初步学习等，如果有

想考取非专业方向的证书情况，可以有意识地去关注并全面深入

学习。

结合证书考核的内容，研究证书内容与课程内容的融合，进

行教学计划的修订，并进行中职现代商贸专业群中市场营销、电

子商务与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1+X”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

施。

（六）将证书与学分对应，用证书来换取课程的学分。

结合国家层面提出的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

探索适合现代商贸专业群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

的认定和转换。

老师们可以根据证书涉及的知识内容来分析和来衡量证书可

以换取的学分值。

如由于物流管理证书考核的内容较多，光靠与课程融合估计

教学时间还不够，因此在考试的那个学期增加了专门的考证课程

学习，那么参与这个证书考试的学生如果考取并获得物流管理初

级证书，证书分值可以等同于该课程的学分，期考采取免考。

再如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参加了营销考证的选修课，如果获

得证书可以在专业课程《物流市场营销实务》期考中免考，平时

授课中充当老师的小助手，帮助接受程度比较慢的同学开展学习

活动等。积极探索证书与学分对应的措施，并形成校内学分置换

制度。

“1+X”证书制度是国家教育部改革的方向，在中职专业群

建设中，要紧密结合时代的潮流，响应国家的号召，鼓励学生取

得多种证书，从而提升自己的就业本领，在中职现代商贸专业群

“1+X”证书建设中，我们还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力争培养适

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参考文献：

[1] 何牧 . 现代商贸专业群“143”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南

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J]. 广西教育，2020（08）.

[2] 李蓓蓓 .“1+X”证书助推中职财经商贸专业课程改革探

讨 [J]. 财会学习，2021（03）.

[3] 唐以志 . 健全 1+X 证书制度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J]. 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2021（04）.

[4] 门海艳 .“1+X”证书制度下学习成果认定、积累与转换

的思考 [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0）.

[5] 黄灿军 黄诚 .1+X 证书制度下高职智能制造专业群发展探

讨 [J]. 才智，2020（11）.

本文为广西职业教育专业发展研究基地及 2019 年度广西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现代商贸专业群“1+X 证书”研究与

实践》（立项编号：GXZZJG2019A051）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