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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x证书是构建职教发展模式的一项制度创新，目前职业资格培训与学历教育融通还存在诸多难点，本文从1+x证书培训

标准与课程教学标准为核心详细展开论述，包括标准融通的内涵、现状、实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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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1 + X certificate training standard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standard 
【Abstract】1 + x certificate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buil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training and academic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ining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standards of 1 + x certificate as the core, 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status quo and 
implementation ideas of the standar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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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职教 20 条发布后，我国职业教育开始了 1+X 证书制度

的探索之路，从国家政策到地方政策，从职教理论的研究到实际方

法的探索，都无不证实 1+X 证书制度的实施正处于雨后春笋的状态

中，无数的研究中有“1”与“X”内涵的解释，1 与 X 制度的逻辑

剖析，1 与 X 体制的对比分析及融合，1 与 X 制度下教学的研究、

课程体系的研究、双方标准融通的研究，1 与 X 制度下教师的培养、

校企合作的探索、学生学习与就业的关系、学校发展方向的探索等

等。 
本文以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就“1+X 证书培训标准与课程

教学标准融通”做了如下探索研究，以更好的服务学生学习与就业。 

1  1+X证书中“1”与“X”标准融通的内涵 

“1”与“X”融通是指高职教育中专业课程的设置、其课程内

容与“X”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的职业领域相关的知识技能和实操

相融合；学历教育中课程标准与“X”技能等级证书所需的知识技

能标准和实操标准相融合；学历教育中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职业技

能等级的考试内容相对接；其教学标准与“X”技能等级证书标准

相吻合；学历教育中专业课程的学习任务及学习过程，与“X”技

能等级证书对应的职业岗位任务和具体的工作过程相对接；学历教

育中专业课程的考核评价标准与“X”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标准相

对接；学历教育中课程的实验实训环节与“X”证书对应的职业岗

位实习实操相对接；最后通过学分银行进行学分的转换与对接，助

力学历证书与“X”技能等级证书有机融合。 
对 1+X 各类融通的研究，将大力推动高职院校开展人才培养研

究及课程改革。 

2  1+X证书中“1”与“X”标准融通的现状 

杜怡萍[1]在《从“课证共生共长”谈 1+x 证书制度设计》介绍

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完成“深职院—华为

培养信息通信技术技能人才‘课证共生共长’模式研制与实践”的

教学成果，包括三个方面：课证互嵌共生、互动共长；“三分”课

程体系，个性化学习灵活；校企强强联手，学生低进高出。此项教

学成果，从根源上阐述了一个核心问题“为谁培养、怎样培养、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也在此形成了校企合作和互利共赢的长效合作

机制。虽然此项实践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也提到了诸多问题，最核

心的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历证书如何融通？包括 1 的认证，X 的认

证，及其各自标准的融通。 
潘静波[2]在《“1 + X”证书制度下人才培养的“课证融合”课

程体系探究 ———以金融投资类专业为例》一文中，介绍了传统

课程设置与“1 + X”证书对接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技能等级与岗

位不匹配，技能等级难以形成层次，金融知识与技能复合程度不强

等等，从本质上回答了“1”与“X”标准融通的困难。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不断完成职业教育，建立了“1+X”证书

试点，包括：财务数字化应用、幼儿照护、农业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等。从多项 1+X 证书试点的培训中，通过与企业和学习基地合作，

不断的探索“1”与“X”两者培训的课程、内容、标准及其体系的

融合对接问题。 

3  1+X证书培训标准与课程教学标准融通的实施思路 

“1 与 X 融通”从理论上需解决好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1”与“X”之间的关系的融合。将学历教育专业课程的

教学标准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标准相融合；学历教育的课程教学

内容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考试大纲内容相结合；探索在校学

习的专业课程教学评价和行业企业组织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

评价相融合，即学校的学历教育“1”的教学安排与“X”等级证书

的培训考试相对接。 
二是明确“课”与“市场”间的关系。包括学历教育中专业课

程的设置与社会产业的需求相匹配；学历教育中学习的目标与任

务，与企业岗位工作的任务相衔接。 
三是平衡“证”与“市场”的关系。高职院校在选择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类型和级别时，既要兼顾本校学生的专业学习方向及自

身的基础水平，更要平衡好就业市场对该专业方向的职业岗位的具

体需求等问题[3]。 
以随州职业技术学院香菇产业学院为例，为促进 1 与 X 标准的

对接和融通，目前已开展如下措施： 
3.1  以工作领域引领专业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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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菇学院根据随州市特色产业-香菇产业链中的食用菌生

产与加工环节，对应开设了两个专业：绿色食品生产技术专业、食

用菌生产与加工专业。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专业，针对绿色食品产业链各环节，立足随

州，面向全国，打造“产学研用推”一体化专业技能性人才培育基

地。培养能利用各种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

运用能力，掌握绿色食品（农作物栽培、林果与禽畜产品）生产与

加工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具有查验与剖析能

力、质量管理与评价能力，具备现代物联网思维与全域视野下绿色

食品生产全产业链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能从事专业化、标准化、

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专业，以培养食用菌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素

质为主线，以构建合理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为根本点，培养思

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

设要求、热爱农村工作，具有搞好现代农业的信心、敬业创业精神

以及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各种基础理论知识

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现代物联网思维与全域视野

下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全产业链的高素质、高技能、实用新型人才。 

3.2  以职业岗位引领专业课设置 

与社会层面的工作领域相比，具体企业的职业岗位对于高职院

校和学生来说，显得更为具体和明确。以同类型的企业的职业岗位，

来引领学历教育中的课程建设，可以减少课程设置的盲目性，让人

才培养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以香菇学院为例，目前两个专业分为四类职业岗位：菌种生产

与检验人员、标准化生产、加工及储运质量控制、电子商务及营销

人员。 
菌种生产与检验人员的职业岗位对应的专业课程有：食用菌菌

种学、食用菌栽培学、食用菌病虫害、农业技术推广等。 
标准化生产的职业岗位对应的专业课程有：食用菌标准化与工

厂化生产、食用菌机械设备与原理、食用菌质量控制和检测、农业

物联网等。 
加工及储运质量控制的职业岗位对应的专业课程有：绿色食品

与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食品生产设备与工艺、绿色食品营养与美食、

食品添加剂、食品储运与包装技术、功能性食品开发与加工技术、

食品感官评鉴、食用菌营养与保健等。 
电子商务及营销人员的职业岗位对应的专业课程有：国际商贸

英语、绿色食品贸易、电子商务、现代农产品创意设计、现代农业

文创开发等。 

3.3  以岗位任务为导向设置课程目标 

  

企业的具体岗位任务是针对个人而言的，由该岗位的工种、职

责、职称和等级等元素组成，是职业岗位任务所需要具备的具体的

岗位技能和资质。高职院校若以此类岗位任务为导向，设置学生学

习的课程目标，可保证教学目标与岗位任务的要求有机衔接。 
以香菇学院为例，见下表： 

 

3.4  建立校内实习实训基地 

以香菇学院为例，建立了食用菌实习实训基地，此基地以食用

菌生产为职业技能标准，高度还原了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增强了

实习实训场景的真实性，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习实训时间和设备

设施，学生则在做中学、学中做相结合，不仅可以模拟职业岗位角

色，甚至可以顶岗实习实训，以及时发现问题和及时改进提高。 

3.5  深化三教改革 

无论“1”与“X”的标准是什么，都少不了教师、教材、教法

三个基本教学资源，只有加强专兼结合、“双师双能”教师团队建

设，加强“1+X 融合”新型教材的开发，加强行动导向的多元化教

学法施行，才能从根本上给予 1+X 证书培训标准与课程教学标准融

通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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