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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职院校“1”和“X”证书制度的有机衔接

费　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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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试论高职院校“1”和“X”证书制度的有机衔接进行阐述说明。结合高素质的发展标准，依照“1+X”职业技能发展

为契机，以优秀的专业课程体系发展改革为切入点，进而实现1+各种职业技能考核为专业基础的课程标准、师资队伍之间的紧密整合。通

过专业试点开展针对性考核，进而促进“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发展的，优化课程专业教材，落实“三教、校企整合”的发展形式，进而促

进高质量的教学，保证迎合企业岗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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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1” and “X” certificate system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bin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ndards, taking the “1+X” vocational skills development as an opportunity, and taking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excellen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achieve the clos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eachers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of 1+various vocational skills. Through specialized pilot projects, targeted assessment is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uble qualified” teaching team,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form of “three teaching, 

school enterprise integr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high-quality teaching to ensure that it cat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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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合“职校 20 条”的要求，职业院校在 20 年后半年就

已经落实了“学历证书 + 国家职业技能证书的试点考核工作”。为

了促进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形成了可复制以及推广型的人才培养

与评价形式，并且率先落实了 1+X 职业等级考核站点与证书考核

站点工作。结合高质量发展需求，通过 1+X 职业证书等级考核为

切入点，形成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队伍之间的全面衔接与互

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保证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就业质量得到

升华。

1、“1”和“X”证书制度学情分析

我国基于专业教育的属性，提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

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一改革背景下，让

职业教育在传统人才培养机制中解脱出来，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教

育指导方针，基于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模式，以及 1+X 证书的课

程指导，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上进行创新形式的改革，以促进学生的

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全方面提高。职业院校在 2019

年的扩招期间就招收了 100 万的学生，也是国家对经济发展、产业

升级的根本趋势，为了更好为“一带一路”人才发展所服务，需要

深化人才培养，进而提出重大决策。现阶段，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源

在不断减少，但社会人员与企业的工作在增多，其中较多一部分人

员的职业素养都需要提升，因此参与高职院校的全日制专业学习，

是完善自身专业水平与职业技能发展的根本措施。为了全面迎合扩

展自身的目的，需要全面落实“1+X”证书制度，由此紧抓招生与

就业，促进专业教学环节发展，进而为社会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

此外，“1+X”证书不管是在设计方案、课程标准还是教学质

量的实施中，都需要明确知识教学，依照教学的认知规律，始终坚

持以学生的发展为主要地位，促进模块化与系统化之间整合的产

教融合形式。结合当前“职教 20 条”来看，不管是中职还是高职，

又或者针对研究生的人才培养，都需要依照产教融合的发展为基础，

促进“1”和“X”证书制度的有机衔接，迎合国家所提出的人才

发展需求。因此，在 2019 年，我国就已经全面提出了高职院校扩

招的学生政策，实现校企合作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进而促进职教的

发展。

2、高职院校如何落实“1+X”教育

2.1 强化与培训组织的和评价合作

首先，需要促进与评价组织之间的沟通，对于培训评价组织

提供专业职业等级有更好地认识，实现人才与培养方案的进一步衔

接 ；其次，需要明确培训站点的标准、相关教材以及学习资源、培

训场地的要求、培训教师要求等，做好充足的准备 ；第三，全面掌

握培训与考核的管理需求，实现学分与学分之间的积累，明确操作

要求，进一步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等级证书之间的互通互换；最后，

确保与培训评价组织签约形成准确的合同文本，同时为“1+ X”证

书提供法律上的保护。

2.2 实现课证融通与书证融通

课证与书证之间的对接，就意味着将学历证书与职业等级证

书放在同等的位置，需要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高等职业的专业课程

标准相互对接，促进培训内容与专业课程之间的融合，实施统筹的

教学安排。对于不同专业、不同等级的职业标准，需要不同教育阶

段的职业教育和课程学习目标相对应，从而实现培养目标与教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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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统一性。首先，“X”证书的培训内容与专业课程之间的整合

发展，促进相互融合。主要就是将“X”的证书培训内容落实在学

历教育的人才发展中，进而在专业课程期间的就会涵盖到有关“X”

证书的内容。对于其中没有涉及到培训的内容，需要依照职业技

能板块为出发点，从而促进知识内容的补充，其中涵盖了新技术、

新工艺的、新规范，促进职业技能与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X”

证书在实际培训的区间，需要促进学历教育活动的合理安排、组织

与实施。不仅需要将学历教育内容与“X”证书之间全面整合，还

需要促进相互之间的对接，促进课证之间的互相融合，且将证书活

动全面落实在学历教育中，促进考核机制的同步发展，进而促进“X”

证书教育的一体化发展。最后，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与“X”证书制

度学习成果研究需要促进学分银行制度，保证课程与内容之间更好

承认，互相融通。在获取学历证书期间，相关的内容会存在相似的

情况，可以互相免试重合内容，还可以依照兑换学历教育学分，或

者职业培训的板块。高职院校的学分银行需要为学生创建合理的账

号，并且属于学生个人的账号，进而促进学习结果的肯定。此外，

在积分兑换期间还需要做好登记，进而转换学习成果。

2.3 建立课证融通课程体系

学校在进行学历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成长的规律，

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1+X证书则注重企业方面的职业培训。

因此学校在建立课程体系的过程中，要结合专业技能证书以及职业

等级标准要求，在课程教学中融入这两方面的内容，以企业培训和

拓展课程的方式，有效满足各个专业证书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在设

置具体课程时，尤其是与 1+X 证书相关的课程内容，要做到课程

的前后衔接，确保证书教学的内容能够与证书培训的实际内容紧密

联系在一起，避免出现课程内容重复的情况。同时，条件成熟的情

况下可以建立课程期末考试成绩与证书考核成绩互认的课证融通体

系，既得到“1”，更为“X”证书的获取打通学习和认证的渠道，

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增加了学生就业机率。

2.4 开展全方位教师培训

高职院校为了更好落实“X”证书的培训课程教育发展，需要

将专业建设带头人、骨干教师为师资队伍核心，全面发展全体教师

参与在技能培训中，进而创建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开展教

师全员轮训工作。首先，需要构建引进教学改革的教师队伍。高职

院校需要开展“1+X”的相关教师团队申报，进而完善一整套的教

学专项评选机制，结合“1+X”教学探索优秀教学队伍。其次，需

要促进教师、教材、教法的“三教”改革，促进教学的合理安排与

实施，进而促进高职院校资源活化。引导相关专家与学者的带头人

发展专业配置的工作，促进专业相关特色教材的创编。进而整合平

台发展完善“1+X”证书培训，促进资源内容的共享。最后，实现

多方面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构建，创建与“1+X”相契合的“双

师型”教师培训机制，完善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促进校企合作。

组织全体专业教师综合性对“X”证书要求进行研究，构建适宜的“双

师型”队伍内涵，在参与“1+X”期间，实现相互探究，保证教师

轮训、实习、锻炼之间全面整合。

2.5 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学校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要想有效推进校企合作，形成协

同育人的计算机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学校方面要积极建设专业化的

实训基地，完善双师型的培养制度，将校企合作战略落实到实处。

因此学校要根据自身的能力，增加建设资金的投入，并将相关企业

的资金也吸引进来，共同建设实践训练基地。积极引进先进的信息

技术和应用设备，要求企业内部的专业工程人员来校为学生指导实

践操作，以此来逐步推进校企合作的战略进展，让技术产业和专业

教学融合在一起，通过实践培训来促进学生职业技能以及职业素养

的提高。这样的方式可以有效满足企业岗位对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

的实际要求，深入贯彻协同育人的教育方针。另外高校要在现有教

师队伍的基础上，吸纳社会中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并为教师提供

进入相关行业学习深造的机会，让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教学技能不断

得到提升，增加教学的实践经验，让学校教师队伍的综合能力获得

全面发展。

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职业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定位。推进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挥企业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以应用型技术

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在培养中结合1+X证书对职业等级的要求，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已经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根

据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规划，深化校企之间的合作，加

强校内校外的实训基地建设，打造网络化的教学平台，为社会培养

出更多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提高学生整体的就业效率和质量，以

此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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