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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证融通”在 1+X 证书制度试点下如何重构幼儿发展与
健康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管仲平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广东 东莞 523511）

摘要：2019 年国务院颁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

出“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以下简称 1+X 证

书制度）。各级各类职业院校陆续开展 1+X 制度试点，这为高职

院校深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带来了契机。笔者以 G 学院幼儿发展

与健康管理专业（以下简称“幼管专业”）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为例，总结幼管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 1+X 证

书制度重构幼管专业“课证融通”课程体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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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证融通

一、幼管专业建设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

（一）行业归属不明确，带来的专业定位不清晰

幼管专业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专业目录》的文件中是隶属于“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的。

这说明幼管专业是一个服务类专业，因此，可以明确幼管专业的

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定位应该以服务型人才为主。这就和学前教育

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学前教育专业是隶属于教育类专业的。因此，

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上都应该与学前教育专业区分开来。而我

国大部分职业院校在创建幼管专业初期，都容易出现以教育型人

才培养为主，辅之以健康管理类内容。这就偏离了国家教育部设

置该专业的初衷，也导致目前幼管专业定位不清晰，出现与学前

教育专业定位相类似或重复的问题。广西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授

刘晓军就在其对幼管专业的全国调研中发现，受专业认知模糊、

建设背景不同、创新思维缺失等因素影响，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专业建设和学前教育专业及早期教育专业有趋同的趋势，甚至有

将其等同于学前教育专业和早期教育专业的异象。而出现这种现

象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对于幼管专业所对应的行业归属不明确，

不确定“为谁”培养人，就无法清晰地定位“培养什么样的人”。

（二）专业定位不清晰，带来的课程设置同质化

无法确定“为谁”培养人，那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带来的

问题就是无法对专业对应的行业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职业能

力进行精确的分析，从而导致专业课程设置没有任何行业依据，

这就违背了职业教育的本质。滕谦谦在对幼管专业的建设分析中，

提出了幼管专业课程设置上的两个症结：第一，课程结构上简单

拼接，内部逻辑不强；第二，课程内容上庞杂缺乏融合性。

因此，幼管专业在专业建设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行业归属

问题。2019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 38 个新职业中，有

一个新兴的职业“健康管理师”值得我们关注。健康管理师属于

复合型人才，凡是与医疗健康相关的行业：健康体检、中医保健、

母婴服务、养老、养生等，都在健康管理师专业范围内。而其中

与我们幼管专业密切联系的就是母婴服务行业，而与之相关的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相关公益性社会服务领域、托育机构都属于

幼管专业的职业岗位群。这就明确了幼管专业的行业归属。明确

了行业归属，才能找准专业定位，课程体系建设的问题也能迎刃

而解。

二、1+X 证书制度对幼管专业课程建设的影响

1+X 证书制度作为职业教育的政策工具，为深化三教改革、

课程建设引领了方向。其中“1”是指学历证书，“X”是指若干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一）明确专业定位，夯实“1”的培养体系

1+X 证书，“1”是指学历证书，说明“1”的实施主体是学校。

因此，学校应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幼管专业来说，诚然其

隶属于公共服务类专业，但因其又涉及幼儿，因此仍然无法与学

前教育专业完全脱离开来。从这一角度看，幼管专业指向的是复

合健康服务型技术技能人才，是融合了幼儿健康服务术、幼儿医

学保健、幼儿教育心理学的“健康 + 医疗 + 教育”三位一体化的

人才培养方向。因此，幼管专业在“1”的教育上，应该形成“健

康 + 医疗 + 教育”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摈弃只单纯注重教

育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G 学院在幼管专业建设的探索中就不断

完善“健康 + 医疗 + 教育”的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课程上

增置健康、医疗方面的课程，例如“儿童伤害预防与急救”课程、“幼

儿卫生保健”等；教师队伍上，增配医学、健康保健方面的教师；

校企合作上，增加与医疗服务行业的合作。

（二）深化产教融合，落实“X”的拓展延伸

“X”指的是若干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来源于行业企业，

那么“X”的实施主体就应该是行业企业，也必须是行业企业。国

家在 2019 年开始的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中也同样是将不同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标准、考核方式、培训模式、培训体系，都交于

涉及该领域书的“头部”企业来负责。由企业制定的职业等级标准，

直接对接人才培养的课程标准，避免了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企业“用不上”或者“不好用”的问题。这从根本上避免了高职

院校教育与行业企业“断层”无法衔接的现象。

三、如何基于 1+X 证书制度重构幼管专业“课证融通”的课

程体系

（一）职业等级证书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截至 2021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的与幼管专业相关的 X 证书

主要有：幼儿照护、母婴护理、产后恢复职业等级证书。而主持

这些职业等级证书标准的都是该领域的“头部”企业，他们依托

自身丰富的一线经验，制定最为贴合职业岗位需求的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真正做到“从岗位中来，到岗位中去”。而我们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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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些职业等级证书标准融入到人才培养方

案中。我们在把职业等级等级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中时，可以

把握这两个度：第一，是精准度，对于与幼管专业密切相关的职

业等级证书，例如“幼儿照护职业等级证书”，那就可以直接作

为课程标准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独立的一门课程来实施，

做到技能获得的精准度。第二，是复合度，对于与幼管专业相关

但联系不密切的职业等级证书，则可以找出其中与幼管专业相关

的内容，纳入到对应的课程中，作为该课程内容的拓展与延伸，

以此做到人才培养的复合度。

（二）职业等级证书培训对接专业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落实到实处，就是课程体系的搭建、课程标准

的实施。而 1+X 职业等级证书培训制度的课程标准就可以对接专

业课程体系。具体如何将 X 证书的职业等级证书培训对接到专业

课程体系中，G 院校在一年的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经验中总结

出了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用 X 职业等级证书的培训取代原有的相关课程。

在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等级证书中，找到最为密切相关的职

业等级证书。比如幼管专业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幼儿照护职业等

级证书。目前大部分设有幼管专业的职业院校都会选择这个等级

证书。该证书的就业方向和幼管专业的行业归属、专业定位是相

同的，相对的幼儿照护培训的内容其实就可以直接纳入到幼管专

业原有的课程体系中，甚至可以代替原有的相关课程，例如代替

幼儿健康保育、幼儿伤害预防急救等这些课程。用行业制定的课

程标准取代原有的课程标准，以此做到更为精准的人才培养。

第二，分解 X 职业等级证书的内容纳入各自的相关课程中。

以下就以 G 学院幼管专业课程体系与幼儿照护（初级）职业

等级证书标准内容的解析为例进行说明：

表 1　幼儿照护职业等级证书内容对接专业课程内容

幼儿照护职业等级证书内容模块 幼管专业相关课程

模块一：基础知识

职业道德 《幼儿教育法规与职业素养》

幼儿身体特点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婴幼儿的身心发展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幼儿膳食与营养 《食品营养学》

幼儿健康与保健 《幼儿卫生与保育》

幼儿教育指导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幼儿安全 《幼儿卫生与保育》

就业与创业 《幼儿教育法规与职业素养》

模块二：技能实操

安全防护 《儿童伤害预防与急救》

生活照料 《幼儿卫生与保育》

日常保健 《幼儿卫生与保育》

早期发展 未开设相关课程

把幼儿照护职业等级证书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将其

与幼管专业原有的已经设置该方面内容的课程进行对比，把其融

入到原有的课程中，作为该课程的重点内容，以此做到“课证融通”。

如若幼儿照护职业等级标准中有的内容，但又没有与之相关的课

程，那可以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订该门课程，以此来不断完善课

程体系的建设，丰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四、结语

幼管专业作为新兴专业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巧遇 1+X 证书制

度的推行，也为其专业的建设指明了一定的方向。而本文在融合

1+X 职业等级证书标准下设想构建出一条既能凸显幼管专业发展

特色又能契合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课证融通”课程体系

建设思路，希望能为幼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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