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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机电一体化专业“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实践路

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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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职业院校所培样的人才与企业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本文从“岗赛课证”综合育人的必要

性出发，阐述了“岗赛课证”综合育人的内涵与特点，对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工作岗位、竞赛项目和职业证书进行了分析，从“岗课融

通”、“课证融通”和“课赛融通”等几方面阐述了机电一体化专业“岗课赛证”综合育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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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不断应用于机电技术的生产、销售和服

务，导致机电技术生产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能力不足以

适应岗位工作的快速变化。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

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

开发课程，开发模块化、系统化的实训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实践

能力。“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的探索与实践开始在各职业院校开

展。 

1 “岗赛课证”综合育人开展的必要性 

1.1 “岗赛课证”综合育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 

近年来，我国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就，企业对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目前职业院校所培样的人才与

企业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原因是企业岗位所需求的知

识和能力与学生在学校获得的的知识与能力仍然存在较大偏差，

这是由于学校与企业结合深度不够，合作比较松散，对企业岗位

需求的知识和能力了解不足。为此，“岗赛课证”综合育人是我

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这要求学校和企业双方发挥各自

的优势，通过“岗赛课证”这一载体，引导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

术人员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同时也引导

学校教师参与企业的产品开发，工艺研究等，彰显职业教育的类

型属性，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1.2 “岗赛课证”综合育人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

求 

目前我国科技高速发展，中国制造正在转向“中国智造”，

而这一切都需要有高素质劳动力作为支撑，而职业院校培养教育

的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学校层面来说一

是一些教师的知识结构陈旧老化，教学手段单一，二是职业院校

对实训基地建设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实训基地设备的数量和性能

落后于企业的生产需求，无法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技能培训。因此，

岗赛课证”综合育人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职业院

校以“岗课赛证” 为抓手，通过专业教师到企业锻炼或者引入

企业智力，重组教师的知识结构，使教师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同时采用各种有效措施，更新实训基地设

备，使其在数量上和性能上更加贴近企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从而

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2 岗赛课证”综合育人的内涵与特点 

“岗课赛证”的内涵指的是：岗是工作岗位及其需要的知识、

技能和素养，课是指的职业院校中培养学生知识、技能和素养的

课程体系，赛是指的用来检验职业院校教学质量和学生所具备的

知识、技能和素养的技能大赛，证是指的学生获得的职业技能登

记证书。 

2.1 岗是职业教育育人的依据和方向 

岗位是职业教育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生毕业后应聘到

对应的岗位，必须具备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因此要

分析工作岗位的内容，并对其工作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出完成工

作岗位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养，才能重构课程体系，进

行课程开发。 

2.2 课是职业教育育人的核心 

课是职业教育育人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知识、技能和和素养

的具体载体。因此必须从工作岗位需要的实际出发编写人才培养

方案，建立课程体系。 

2.3 赛是职业教育育人的升华和补充 

职业技能大赛是对职业教育育人的引领很升华，通过大赛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改善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水平，

从而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同样职业技能大赛的内容可以融

入到课程教学之中，实现课赛融通。 

2.4 证是职业教育育人的成效检验 

职业技能证书的考核内容从实际出发紧扣工作岗位的内容，

是检验职业教育育人成效的一种方式，同时可以将职业技能证书

的培训内容和行业标准融入教学，实现课证融通。 

3 机电设备技术专业“岗课赛证”综合育人实践分析 

3.1 工作岗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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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伊犁地区的调研可知机电技术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工

作岗位为机电产品修理工、机电产品技术员、机电产品装调维修

工、机电产品销售员、现场机电设备管理员、现场机电设备施工

和现场生产技术人员等，这些工作岗位所对应的工作任务为机电

设备的操作，机电设备的日常维护、常见故障的修理和排除，机

电生产的管理，机电设备销售，机电设备的售后服务等。 

3.2 竞赛项目分析 

高职院校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赛项为“机电一

体化技术”，从比赛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到低压电器元件的计算

与选择、电路的接线、步进电机电路控制技术、伺服电机电路控

制技术、PLC 编程技术、触摸屏技术、变频器技术、气动控制技

术、机械安装调试技术、机器人编程技术、通信技术和机电联调

等，技能大赛内容是工作岗位任务的提高和升华。 

3.3 职业证书分析 

目前机电技术专业所要获得证书有“1+x”证书，职业资格

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具体的工种为工具钳工、维修电工、

数控机床操作工（数控车、数控铣）、这些工种的鉴定内容反映

了工作岗位对机电技术专业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要求。 

4 机电设备技术专业“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实践 

4.1 “岗课融通”，确定工作岗位 

胜任岗位需求是职业教育课程培养人才的目的，而课程培养

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等内容来自于工作岗位，岗位工作任务是架

在课程教育和工作岗位之间的桥梁。确定工作岗位和分析工作岗

位任务要校企双方合作共同完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

势。由学校的机电技术专业教师和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共

同组成教学团队，对现有的不同的工作岗位的工作任务进行梳理

和归纳，最终确定了机电设备操作、机电设备维修调试、机电生

产管理三个核心工作岗位，为后续的课程体系的建设确定了范

围。 

4.2 “课证融通”、“课赛融合”重构课程体系 

一是“课证融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就业适应面比较广，

学生可以取得证书种类比较多，如钳工、电工、车工、数控加工

和电焊工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于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以数控车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例，学生在校

一般取得数控车中级证书，数控车中级技能鉴定包括有理论鉴定

和技能鉴定两种，整理理论鉴定的内容并将其纳入有关的理论课

程教学，整理技能鉴定的内容，如编程加工指令、端面的加工、

台阶的加工和螺纹的加工并纳入实训课程教学，如“数控加工实

训”；另外要不断的了解相新工艺、新知识和新标准，并及时的

将其整理纳入教学之中。 

二是“课赛融合”。如选取专业核心课程“可编程控制器”

和“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对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电

一体化技术”赛项的“电气接线与调试”、“工作单元的编程与调

试、故障与检修”等比赛模块。分析大赛内容与课程教学任务中

的关系，将大赛中的项目转化为理论课程中的一个个的教学情境

和实训课程中的实训任务，大赛的评分标准整理后转换为实训教

学中的评分标准，大赛的整体赛项经过整理后可以转化为毕业设

计或者是课程设计，大赛的任务清单可以转化为学生实践环节的

工作单，大赛的素质要求可以转换为实践环节的职业素养要求。 

具体转化如下：“可编程控制器”中的“低压电器的认识与

选择”、“基本电气控制电路的分析”、“常见机床控制机电路的分

析与故障排除”等教学任务与大赛中的“电气接线与调试”中的

“电路图的绘制”、“电气元件的连接与调试”等模块相对应，而

“可编程控制器”中的“PLC 基本指令的应用”和“PLC 应用指

令的应用”等教学任务与“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中的“机器

人基本操作”、“机器人在线编程”和“硬件组态”与大赛中“单

元编程与调试”模块中的“上料单元”、“分拣单元”、“机器人包

装搬运单元”和“存储单元”相对应。 

5 结束语 

岗赛课证”综合育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能实现行业、企业、学校、鉴定部门的有效衔接，最

终培养出适合企业需求的复合型、创新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高

职院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应以“岗课赛证”综合育人为抓手，

实现了“岗课融通”、“课赛融通”、 “课证融通”，重构了课程

体系，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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