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12  3 卷 12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 33 •

【摘    要】

【关键词】
DOI: 10.18686/jyfzyj.v3i12.68192

基于“岗课证”对接的高职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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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通信市场对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高职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要

构建完善的通信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以适应人才培养需求。基于此，本文从移动通信服务产业链及岗位群入手，对基于“岗

课证”对接的高职通信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岗课证对接；高职；通信技术；课程体系；构建

基于“岗课证”对接的课程体系建设，其本质特征是课程
内容职业化，通过对职业岗位群能力的分析，根据各岗位职业
资格证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协调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
点对学术的职业技能进行培养。与此同时，课程的设置还要体
现一专多能，既要对热门职业加以考虑，也有要对学术职业发
展需求加以考虑，以促进学生的持续健康发展。

1、通信服务产业链及岗位群分析

1.1  通信服务产业链
高职通信技术专业所对应的岗位工作很多，包含基站建设

与维护、设备生产、软件开发、网络规划与优化等等 [1]。

1.2  岗位群职业能力
通信技术专业本身就属于包罗万象的专业，其培养的人才

类型也很多。通过有关调查研究，确定了以下岗位群所要具备
的职业能力：第一，网络规划与优化岗位，其所需具备的职业
能力为可以绘制有关图纸；可进行 CQT 测试；可以配置数据
并做好前后台调测等各项工作。所要具备的素质要求是要有团
队合作精神、要爱岗敬业、有责任意识等。第二，基站建设与
维护岗位，其所需具备的职业能力为能够建设、实施通信工程
项目；可以安装、调试各种通信设备；可以对机房情况进行实
时监控并做好专业维护等。第三，软件开发岗，其所需具备的
职业能力是可以依据用户需求建设软件系统等 [2]。

2、基于“岗课证”对接的高职通信技术专业课程体
系构建

2.1  “岗课证”对接课程体系思路
要进行系统调研，听取企业专家、技术人员的建议，将高

职通信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所覆盖的职业岗位，各岗位所要具备
的知识、能力进行系统分析，弄清这些能力间存在的关系，总
结通信技术专业所需培养的核心能力。还要结合职业岗位要求，
将实际生产、管理等具体工作内容当作重点，将具有代表性的
职业任务当作主题内容，建设与职业岗位有效衔接，理论与实
践融合，能够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 [3]。同时，为了提
升通信技术专业学生的素质水平，实现企事业单位用人需求与
院校教育间的有效对接，还可将职业资格证书、企业有关认证
融入到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此外，还要明确岗位与知识能力
要求。

依据高职“能力本位”教育原则，建设完善的课程体系，
就要弄清工作岗位及所要具备的知识能力要求。经过对企事业
单位的调查及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就能够确定岗位

要求 [4]。首先，随着 5G 网络的全面实时，通信网络建设、升
级任务越来越重，企业对无线勘察、工程建设等有关技术人才
的需求也更加迫切，这就需要通信技术专业毕业生具备岗位所
对应的素质能力。其次，在通信网络发展过程中，运营商的业
务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信网维护体系也从分散朝集中
模式进行转变。这就需要网络维护人员全面了解各网络模块，
树立全网意识，拥有更高水平的技能。再次，各种通信终端产
业的持续发展。现如今，手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音或短信通
信功能。随着智能手机的大量普及、推广应用，手机的通信功
能也在逐步延伸，集语音、数据等各种通信功能为一体。所以，
在终端设备生产中，对这方面的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是重点。最
后，通信运营企业竞争压力变大，从以往的网络竞争朝营销竞
争方向转变，各运营商的业务也在逐步拓展，所以，掌握通信
营销方面的知识，具备市场开发能力人才需求也逐渐增长 [5]。

2.2  课程体系建设要遵循的原则
第一，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培养目标要满足企业需求。

高职教育是面向社会岗位需求的教育，其培养目标需要满足企
业需求，让培养的专业人才具备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这就
需要高职在建设专业课程体系前，要对有关职业岗位能力有一
个系统的了解，对岗位工作内容，要承担的责任做全面、客观
的分析，围绕职业能力培养，建设课程体系。

第二，课程设置综合化，要有针对性，适应岗位能力。课
程的设置要突出实用性、针对性，要理论联系实际，要让学生
获取到的知识、技能的可迁移性强，即便是工作岗位调整了，
也可以更快胜任。此外，课程体系的建设要坚持开放、动态化
原则。因为各行各业，学生的能力水平都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的，高职所设置的专业课程体系也要紧跟职业岗位变化趋势，
学生发展趋势。

第三，要重视实践技能，强化实践教学。基于“岗课证”
对接的课程体系建设，需要参考与职业岗位匹配的职业资格证，
构建目的明确，完善的实践课程体系。这就需要高职在确定实
践内容时，深入到企业，对岗位要求，最新技术、工艺有一个
了解，并将其融入到教学活动中，根据行业发展状况制定实践
教学内容。此外，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还要综合职业岗位资格
标准，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

2.3  课程体系建设
在明确了上述内容之后，就要对课程体系加以设计。以往

的课程体系建设通常都是依据层次结构，进行课程划分的。该
种课程体系的建设比较注重知识结构的整体性、统一性，强调
知识的传输，有利于巩固理论基础，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但
该课程体系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即理论和实际联系不牢固，
忽略了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等 [6]。

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职业能力培养方
面，它不会像普通高等教育过于看重学科知识与学术要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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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知识的学以致用。所以，要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建设实用
性强，理论体系和岗位无缝对接的课程体系，以适应社会岗位
需求，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这是高职通信技术专业课程体
系建设的重点。

要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分析，依据学什么，如何学，缺什么，
如何补的原则建设学生的知识能力体系，遵循行业发展特征，
高职教学要求，学生成长特点，将与岗位能力适应的课程确定
下来。构建完善的理论教学体系，夯实实践教学内容，并将职
业素质教育融入进去。图 1 为课程体系架构图。

图 1 课程体系架构

为了提升本专业学生未来岗位工作的适应性，在体系设计
上还要将课程模块与职业岗位群有效联系起来。对课程设置中
的共性知识加以优化整合，并结合技术领域及有关职业资格要
求，设计通信终端维修、维护、网络营销等课程模块。

在模块内课程设计中还要统筹规划，系统考虑，结合职业
岗位需求进行课程设计，将实际职业领域的具体工作、项目及

实时过程当作课程核心，将专业基础知识与业务能力培养有效
融合起来，并和职业资格标准需求对应起来，建立岗课证对接
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具体如下：第一，工程基础模块。主要以
理论课程设置为主，包含现代通信技术、通信工程制图等。该
模块课程的学习主要是要让学生掌握通信系统基础知识；第二，
专业基础模块。主要是理论 + 实践。理论课设置有电路基础、
电子技术基础等。实践课程包含数字电路实训等。通过该模块
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熟悉各种常用电子线路，具备较强的操作
技能水平；第三，网络传输技术模块。理论课设置数据通信技术、
光纤通信技术等。实践内容设置光纤传输设备调试等；第四，
终端设备模块。理论课设置通信终端设备等。实践内容设置终
端设备维修、维护等。第五，网络建设与维护，理论课程移动
通信基站工程、移动网络优化，通信工程设计与施工等。实践
内容设置 基站工程建设实训、网络优化实训等。

3、结束语

总而言之，基于“岗课证”对接的高职通信技术专业课程
体系的建设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为此，高职院校要通过对
通信服务产业链及岗位群的分析，确定专业教学内容、目标，
结合职业岗位需求，学生专业学习需求等进行课程体系建设，
以提升专业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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