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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背景下"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应用探究

王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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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校企合作背景下，为优化职业人才培养的路径，丰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思路，“岗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应运而生。这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实现产教融合，同时还能推动高职高校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基于此，本文将从实践角度出发，全面分析

校企合作背景下“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应用，并总结其实践策略，为相关单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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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path	of	vocational	talent	training	and	enrich	the	think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came	into	be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alent	training	

mode	will	not	only	help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but	als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and	summarize	its	practical	strateg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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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学校和高校学生角度出发，校企合作是推进学校与企业构建

协同合作的一种全新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产业和教育得以

实现融合。而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

应用价值也逐渐展现。岗位中的岗主要代表着职业岗位，而课则预

示着高职高校学生所学习的各类专业课程及理论知识内容 ；赛则代

表由国家或者各省市区域所组织的不同级别的职业技能赛事 ；证则

是学生通过各类考核所获取的技能等级和职业资格证书。在校企合

作的环境背景下，“岗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也涵盖了

多样化的主体。而对校企合作背景下“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

应用进行全方位探究，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价值

1.1 可提升高质高效人才培养质量

在校企合作不断深入的环境背景下，“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

式的大规模应用，不仅能帮助学生积累更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

经验储备，同时还能为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实

现各企业岗位、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以及证书考试之间的紧密连接，

学生能充分了解不同企业岗位对自身专业所提出的要求，同时也能

帮助企业充分把控各类不同的学习方式，为其全面发展增添助力。

而进入实践阶段后，“岗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广泛应用也

为各大高职院校以及合作企业资源的高效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各

大院校不仅能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让学生全面学习本专业所需

具备的各类理论知识，同时还能通过企业岗位实习的方式，让学生

的实践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依托于各类职业

大赛，与同领域同专业的参赛者以及行业内较为资深的人才进行实

时交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不同专业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让

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再者，在校企合作工作中有效融入“岗课赛

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还能帮助各大高职高校学生尽快地适应就

职的过程以及自身专业所对应的各类岗位。院校学生可依托于校企

合作的形式，参与到相应领域的行业生产活动中，对不同专业岗位

所提出的专业能力要求进行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改善自身学

习方式，优化其学习思维。

1.2 可深化产教融合

加大“岗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也是推动产教融

合各环节工作顺利落实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岗课赛证”这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有助于提高高职院校课程体系的专业性和职

业性。在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下，各大高职高校不仅要对实际

课程和教学内容形成充分重视，同时还需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对应专

业岗位的需求教学，让学生充分了解自身专业岗位所需要的专业能

力，让其有效把控各类专业证书的考取需求，了解各大职业赛事的

参赛及能力要求。在此基础上，各大院校专业教学内容的设置，则

兼具职业性和学术性特征，这些理论和实践内容的融合教学不仅能

让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得到丰富，同时也能进一步培养其职业素养

及职业能力。而随着长时间的教学积累，产教融合的程度也将进一

步深化。

1.3 可优化职业教育思路及模式

在新形势背景下，“岗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也是

优化职业教育思路，创新职业教育模式的重要途径。在这一人才培

养模式的帮助下，相关企业以及行业的人才需求也将得到充分满足。

首先，“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让传统校企合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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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范畴不断拓宽，随着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各大高职院校以

及合作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将充分优化，各类资源的利用率也将有

效提升。其次，“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规模应用还是丰富

人才培养方式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模式的帮助下，学生接触企业生

产实践的路径将实现多元化发展，其也能借助企业实习实践活动、

职业证书考试以及职业技能大赛等平台，更深入地理解专业学习内

容，丰富其专业实践技巧。

2.“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应用的实践策略

2.1 实现“岗课赛证”内部体系的调整和优化，加强其配合

在校企合作的环境背景下，若想充分发挥“岗课赛证”这一

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价值和功能作用，各大高职院校，合作企业以

及职业技能大赛的主办方之间必须达成高效配合。在此过程中，各

大合作主体必须充分认知自身的职能。从合作企业角度出发，其必

须充分明确岗位标准制定的原则，充分保障岗位标准制定的科学性

和专业性，推动高职院校课程和职业技能大赛的深化配合，让高职

院校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当前社会对各行业领域提出的人才需求

相契合。而作为“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另一重要主体，职业

大赛主办方以及职业技能证书管理部门也必须充分认知自身职责。

首先，职业技能证书管理部门必须依据不同专业职业的发展需求，

保证职业等级证书评价指标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同时也需进一步减

少职业等级证书评价内容的变动，让高职院校课程教育体系及相关

教育内容与职业等级证书考试大纲之间形成更强的联系。而职业大

赛主办方也必须对自身进行精准定位，在举办各类职业竞赛时，必

须保证职业竞赛内容与高职院校课程教学内容之间具有较高的适配

度，只有这样，高职院校学生才会踊跃积极地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大

赛，其也能通过职业竞赛实现自身专业能力的锻炼。

2.2 充分落实“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其有效应用

现阶段，为了让“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在校企合作背景

下得到高效应用，各大教学主体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积极配合，

让“岗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和实际职业教育的各项举措形成

有机融合。首先，高职院校必须以身作则，不断深化自身与企业及

行业之间的合作，推动专业课程建设与岗位设置实现协调一致发展，

并以专业岗位需求和现实需求为基准，实现院校课程体系的全方位

调整和优化。其次，进入校企合作实践阶段后，各大高职院校还必

须对“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在不同教学环境中的表现进

行重点关注，通过对学生形成积极正确的引导，让学生尽快适应教

学环境变化，培养其实践能力。最后，各大院校还需依托于评价机

制改革的方式，让“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得到充分的落实。在

此过程中，各大高职院校需将职业技能大赛主办方以及合作企业对

特定岗位所提出的需求列入高校课程评价机制考核的范畴，并以此

为指引调整院校专业课程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

2.3 优化不同主体需求价值导向匹配，明确教学环节设计逻辑

在应用“岗课赛证”这一人才模式过程中，必须对不同环节

以及不同主体的价值需求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还要弄清楚不同教学

环节的设计逻辑。只有这样，不同主体在开展自身工作时，才能更

具导向性和科学性。在此过程中，首先必须理清各大高职院校、职

业大赛主办方以及合作企业等在内的教育主体的人才培养需求及目

标，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应用，让

各个主体之间达成协调一致的配合，为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强化

奠定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各大高职院校教师以及合作企业的实践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充分认知自身的职能和教学作用，积极寻找企业

岗位设置和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内容设计之间的相似之处，引导学生

更准确地找到理论教学内容与岗位实践之间的切入融合点。与此同

时，还需通过全方位对比职业技能大赛考察范围和职业等级证书考

察内容等方式，让学生的专业能力得到提升。最后，参与到“岗课

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应用活动的不同教育主体必须全面分析自

身所在的教育环境，明确自身环境资源的优势，通过加强不同教学

情境教学资源的互补应用，让教学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提升。

2.4 加大“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和互联网的融合

现阶段，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而在应用“岗

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各大高职院校也必须对互联网

信息技术进行高效应用，并依托于此类先进技术突破教学的时空限

制。首先，与高职院校达成合作的企业，必须不断丰富拓展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及范畴。在此过程中，包括高职院校、合作企

业以及职业大赛主办方等在内的各大教育主体必须达成有效沟通，

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存储，并通过创新

丰富教学方式这一路径，提高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其次，

高职院校教师在进行理论教学时，也需加大互联网教学平台、	VR

技术以及各类云技术的科学应用，对学生在不同教学环境和不同教

学模式下的适应程度以及实际表现进行综合分析，让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应用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具针对性。最后，需推动互联网

信息技术和“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度融合。在此过程中，

可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对校企交互式远程教学方式进行合理应用，

让学生尽快掌握各类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为其专业水平的提升打

下良好的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高职高校等教育机构而言，在校企合作背景

下科学应用“岗课赛证”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不仅符合当下时代对

专业人才所提出的多元化要求，同时也能有效提升院校的人才培养

质量，为社会发展输送更多高质量的专业化人才储备。与此同时，“岗

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还有助于实现产教融合，让校企合作

在新时代背景下获取新的着力点。因此，包括高职院校、合作企业、

职业大赛主办方以及职业等级证书管理部门在内的各大主体必须对

自身职能作用形成正确认知，并通过调整“岗课赛证”内部体系、

落实“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不同主体需求价值导向匹配、

加大“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和互联网融合等方式，充分展现“岗

课赛证”人才培养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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