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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1+X”证书制度下实训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建设为例

瞿立新　沈璟虹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江苏 无锡 214028）

摘要：文章以“1+X”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的建设为研究

对象，以建设符合“1+X”培训考核要求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

确保“1+X”证书制度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在职业院校落地实施为研

究目标，阐明研究路径、研究重点，实施路径和建设成果，是“1+X”

证书制度试点的生动实践，对于“1+X”证书制度实训条件建设标

准（仪器设备配备规范）在职业院校落地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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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科技职业学院作为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启动“1+X”证书

制度试点的高 职院校，在实施“智能新能源汽车”证书试点工作、

开展书证融通的过程中，拟重点开展“1+X”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

基地建设的研究。

一、传统汽车实训基地现状的分析

（一）专业没有充分对接行业企业人才需求

高职院校汽车类实训基地建设往往从学校自身建设条件和课

程开设惯性出发，对行业企业用人客观需求考量不足，均未能真

正以岗位职业能力和工作过程为导向，执行的标准也未统一，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呈现出育人成效低、各方满意度低的态势。

（二）实训项目未对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学校实验实训设备受项目支持、采购周期、采购流程等客观

因素的制约，更新率较低。以汽车发动机实训室为例，大部分院

校实训使用的发动机技术陈旧，电控化程度低，学生毕业后很难

再遇到相同机型。

（三）实训过程没有有效对接生产过程

高等职业教育应该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特点，而以往院校

的课程体系长期以来都以课堂为中心，为使教学过程真正对接真

实的生产过程，需要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行动导向课程体系，

以岗位需求为出发点构建实 训平台。

二、1+X“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建设规划

（一）建设要求

按照书证融通的总体要求，新建的实训基地应具备先进完善

的管理体制和高度的信息化水平，集汽车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

实践教学、1+X 证书培训考核、师资培训、企业培训为一体的多

功能区。书证融通总体要求见图 1。

图 1 　书证融通总体要求

在满足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保障学历证书的前提下，依据

教育部指定评价组织北京中车行高科技有限公司《汽车运用与维

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领域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汽

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专业培训、考核站设备与工

具清单》，结合我校 1+X 证书试点内容及要求，规划建设“智能

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设置“汽车动力驱动实训室”“汽车底

盘实训室”“汽车电气实训室”“汽车网关实训室”和“新能源

整车综合维修实训室”。每个实训室的场地规划、实训项目开设、

设备工具采购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点配置，

同时依据《中车行评价组织考评指南》要求，满足 1+X 证书制度

试点任务对培训和考核的要求，设置 16 个标准考核工位，满足每

张证书四个任务同时开考，支撑证书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考核。

突破传统汽车实训室以总成台架为核心布置工位的局限，实

训基地在每个标准工位包含一辆智能新能源整车、一套信息化终

端、一套录播系统、一套检测仪器、一套防护装备，以及对应实

训室的总成台架和工量具。一方面，这种工位设置方案是教学内

容与生产过程对接的充分体现，是真实维修过程和教学场景的高

度统一。另一方面，使用整车构建工位而不是总成台架，还可以

满足所有单个模块的技能培训要求和考评要求，在实施考评时，4

个实训室中 16 个工位能同时开放参与考评，场地面积得以成四倍

利用，有效解决传统汽车实训基地“画地为牢摊大饼”的弊病。

每个考官负责两个工位的监考任务，考官位包含一套智能化

考评终端。全区域内的工位信息化终端和考官智能化考评终端均

与智慧教学管理区域联接，建成智能化教学管理系统和工位直录

播系统。智能化教学管理区域充分运用资源云、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配套教学设施和设备，匹配数字化教学资源，借助信息

化实训环境和手段，通过多种智能终端，以实现信息化、智能化、

集成化、网络化一体化。实训基地整体规划布局见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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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训基地规划布局

（二）建设思路

为贯彻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实训基地的建设要满足以下

要求：首先，能提供安全可靠的 1+X 证书技能等级模块培训考核

环境及配合考核项目配套的实训设备；其次，能提供先进且可以

落地的培训考核组织和实施办法；并且，建成智能化教学管理系

统和工位直录播系统。

（三）建设路径

按照相关国家教学标准，根据教育部指定第三方评价组织北

京中车行的指导，按标准建设符合“1+X”培训考核要求的智能新

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在建设符合“1+X”培训考核要求的智能新能

源汽车实训基地的前提下，围绕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制订专业

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考核评价标准等，并且严

格按标准实施，从而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1+X“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的建设

实训基地 的建设按照 5 个实训室，1 套智慧教学管理系统，1

套直录播系统组建。

（一）各实训室与 1+X“智能新能源汽车”证书对应情况

各实训室对照中车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专业培训、考核站

设备与工具清单进行设备工具配置，能满足 9 个模块初级、中级、

高级的职业能力等级证书培训和考证。各实训室开始的实训项目

与 1+X“智能新能源汽车”证书对应情况见图 3 所示。

配套的智慧教学管理系统和直录播系统相结合，可以通过信

息化手段解决一对多教学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等问题，使学生在设

备台架上进行技能学习和训练的同时，借助工位机进行技术资料

查询，教师将演示过程直播到校园网任意角落，并实现教学资源

的积累和建设。

（一）各实训室设备配置

1. 汽车动力驱动实训室

该区域的设备配置主要包含整车、电控汽油发动机实训台架、

电控柴油发动机实训台架、发动机总成翻转架、手动变速器总成

翻转架、电控自动变速箱总成、发动机零部件、发动机电控零部件；

工具配置主要包含工具车、零件车、万用表、三节点尾排；信息

设备配置 4 台工位机。

2. 汽车底盘实训室

该区域的设备配置主要包含整车、前后独立悬挂系统总成、

前后减震器总成、车轮总成、真空助力器总成、车轮动平衡仪、

拆胎机、立式压床等；信息设备 包括 83 寸触控教学一体机和 4 台

工位机。

3. 汽车电气实训室

该区域的设备配置包含整车、灯光仪表信号音响实训台、起

动机、蓄电池、充电机、空调制冷加注回收机、汽车电器零部件等；

信息化设备包括 83 寸触控教学一体机和 4 台工位机。

4. 汽车网关实训室

该区域包含整车、CAN/MOST/LIN 总线实训台、车载网络系

统部件、小型超薄剪式举升机、大型超薄剪式举升机、龙门式双

柱举升机、工具车、零件车、四轮定位仪、尾排（四节点、滑轨式）；

图 3　各实训室与 1+X 证书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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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备包括工位桌和工位椅；信息化设备包括 4 台工位机。

5. 新能源整车综合维修实训室

该区域包含的设备有纯电动汽车（半剖）、新能源汽车综合

性能检测仪、学生考核桌、四轮定位仪、电池举升机、动平衡机、

扒胎机；其他设备包括满足 40 人教学培训的活动桌椅、操作台、

高压部件摆放操作台；信息化设备包括工位机和 83 寸触控一体机。

四、建设成果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公布试点名单以来，我校“1+X”

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先后完成了江苏省首张“智能新能源汽

车”（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认证、全国首张汽车营销中级

证书的认证，总计获得 163 张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成为江苏

省内率先完成教育部 2019 年度 1+X 试点年度目标任务的学校。具

体建设成果如下所示。

（一）完成“1+x”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的建设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该项工作，成立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办

公室，先后完成了专用场地的搬迁改造、设备工具的自查完善、

专项设备的招标采购、骨干教师的师资培训认证、专项考题的开

发优化、对标指南的考务筹备等各项工作，成功建设完成“1+X”

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为首批试点的考评提供了保障和基础。

（二）完成 1+X 书证融通的实践

我校开展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课证融通工作，具

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

1. 完成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融通实践

我校将证书培训项目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依据项目指导方北

京中车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专业培训、考核站设备与工具清单，

完成试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并公开答辩，通过专家论证。

2. 完成专业教学内容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内容的融通

我校在 2019 年共成功实施了 3 个模块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 个模块的培训均充分体现了专业教学内容与证书培训内容的融

合和融通。

其中，“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中级）”和“新

能源汽车网关控制娱乐系统技术（中级）”这两个模块的培训内

容基于课程体系中的《汽车电气系统检修》《汽车空调与舒适系

统检修》《汽车全车网关系统检修》《汽车娱乐系统检修》这四

门课程。强化培训开展前期，我校会同 1+X 证书省级管理办公室

专家和主机厂技术总监、本校汽车专业教师，依据我校设施设备

情况，在不改变考试技能点及考试精神的前提下，微调考题及配

分表，形成适合于我校、本地行业企业的培训内容、培训课件、

考题及配分表，并共同完成对首次试考的考题验证工作，同时也

形成了产教融合的专项活页式教材。

第三个模块“汽车营销评估与金融保险服务技术（中级）”

证书的培训内容基于《二手车评估》和《汽车保险与理赔》两门

课程，我校汽车营销课程团队依据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完成了包含

考题验证结论、二手车估价计算器、查估系统、培训方案和全套

教学课件在内的活页式教材，综合考察学生交通事故责任判定能

力、碰撞伤痕鉴别能力、维修价格对比能力、查勘流程作业能力。

整套培训方案和培训教材获得了北京中车行的高度评价，并被中

车行官网推荐，面向全国推广。

3. 完成兼顾证书考评与常规教学的教学进程安排

教学进程是书证融通的实施关键，2019 年的试点任务下达之

时，秋学期已进行过半，经过充分研讨，教学团队确定了“整班停课、

以证代考”的教学组织方案。汽修 1801 班，作为 1+X 试点班级，

第三学期（2019 年秋学期）12 周、13 周、14 周停课，汽修 1801

班同学全部参加教育部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考证。原第

三学期（2019 年秋学期）开设的课程暂停，课程内容融入对应证

书的培训内容，以证代考，期末考试由对应证书认证取代，考证

成绩直接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40%，其余 60% 成

绩为平时成绩，由任课教师根据出勤、作业、课堂表现等综合给出。

三个模块的培训考评过程真正实现了“书证融通”。

五、结语

我校“1+X”智能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是贯彻落实职教二十条的具体体现。是首批“学历证书 + 若干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即“1+X”证书制度的生动实践。我校按照

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严把教学标准和毕业学生质量标准两个

关口，首次提出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学培训的实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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