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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1+X 证书的汽修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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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汽车行业得到迅猛发展，汽修专业人才保障汽车制造行业发展的基

础和关键。在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2019 年我国颁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做好首批 1+X 证书制度

试点通知》等一系列政策，这为我国院校人才队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1+X”证书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具备较强的科学实践

性，本文通过对“1+X”证书制度对汽修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和目标进行阐释，分析“1+X”证书制度在汽修专业人才培养中

存在的问题，并探究其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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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auto repair professionals have ensured the foundation and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in 2019, China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such as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the "Notice on the Pilot of the First Batch of 1+X Certificate

System", which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with a strong scientific practice, this paper through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to the "1 + X" certification

system to the "auto repair professional training significance and objectives to explain, analysis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n the

training of auto repair professionals existing problems, and explore its solu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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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随着科技不断进

步，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已经从单一型人才逐渐向复合型人才

转变。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也在逐渐发生

转变，2019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做好首批 1+X 证书制

度试点通知》，自此拉开了我国院校“学历证书+若干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简称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序幕，这

也成为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教学改革核心。作为首批试点

项目，如何结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复合型、专家型人

才成为各院校开展“1+X”证书制度的重难点问题。

1 实施“1+X”证书制度对汽修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和标准

1.1“1+X”证书制度实施的意义

在“1+X”正式制度中，“1”为学生的学历证书，“X”

为学生需要通过的符合自己专业特长的若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在我国学历是证明学生是否受过本专业培训的重要佐

证之一，也是反映我国人才培养、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我国

人力资源开发和选择中有着重要意义，其一直备受我国国民

的关注[1]。而职业等级证书，是能够直接反映毕业生或已经

参与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的证明，从一定程度上会反映

拿到证书人员的专业实践综合能力。“1+X”证书制度的试

点工作开展，是我国教学改革中的重要步骤之一，是能鼓励

我国学生、社会员工在取得学历的同时，参加或学习多种职

业技能培训，扩宽自身就业渠道的有利条件。

“1+X”证书制度的实施，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证书相加，

也是不为学生就业增加门槛的条件。积极推行“1+X”证书

制度是为了提高学生、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综合能力，建立

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扩宽学生、社会工作人员的就业创业

范围，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

定良好的人才基础[2]。在“1+X”证书制度的框架下，院校在

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能够极大程度的提升人才的综合职业素

养，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为缓解我国

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市场经济变革都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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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制度是我国“职教 20 条”的重点改革部署

之一，也是我国教学改革中的重大创新举措，它的意义在于：

能够推动深化我国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发展；是完善

构建我国资历框架的基础性工程。其实质是为了提升我国职

业教育培养人才的供给能力，为我国市场发展供给更多符合

行业发展的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因此，“1+X”证书制度

是反映我国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和学校培养人才水平的重要

环节，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模式创新的亮点。

1.2“1+X”证书制度实施的标准

“1+X”证书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同学校、企业、

研究所等多个机构进行沟通交流，制定符合我国市场发展和

人才需求的“1+X”模块化考核方案[3]。主要结合技能从业水

平进行考核。院校需要根据考核目标，构建日常学习和考核

方案，结合行业人才需求，实现学生综合能力和技能水平提

升的目标。为了推进“1+X”证书制度在汽修专业人才培养

的有效实施，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发展，院校需要从多方面促

进“1+X”证书制度的标准确立。

首先，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迅猛，汽车制造行业对人才

的需求数量增多，但从新能源汽车检修和维修技术专业来

看，其职业技能招证书包含多项技能模块，如新能源汽车电

机驱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技术等，不同技术不

同等级的职业证书技能考核都需要设定不同的技术目标。

例如：在动力电池技术得方面：高级证书考核中，需要

考核学生的动力系统综合诊断与分析等内容；在中级证书考

核过程中，需要考核学生的电机系统部件检修与维修等内

容；在初级证书考核过程中，需要考核学生的电机系统功能

检查与保养等内容。

其次，“1+X”证书制度的实施标准要求，学生在校期

间需要获得相关专业领域的技能等级证书的同时，也要获得

所在院校的毕业证书，两种证书缺一不可[4]。从目前的社会

人才需求实际情况分析：（1）从学生角度来看，已获得两

张证书的学生，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就业范围，获得

更多的就业机会。（2）从企业角度来看，招聘取得证书的

专项人才，可以提高企业用人的质量和水平，降低人才筛选

的难度和时间，减少了企业用人的成本、资源浪费，优化企

业和人才之间的双向选择空间及质量。

2 “1+X”证书制度对汽修专业人才培养的策略探索

在推进“1+X”正式制度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院校需

要与传统汽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与企业进行沟通交

流，建立符合院校培养人才目标及企业用人要求的“校企合

作”方案[5]。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方式，优化更

新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教学目标，将技术实践现场与课堂教

学相互融合，实现教学一体化模式，以提升学生技能水平，

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为考核目标，真正做到课程目标与考

核体系结合，践行“1+X”证书制度下的“双元制”人才培

养模式。

院校在开展汽修专业人才培养时，可以采用“三位一体，

工学交替”的模式，即“学生-学徒-员工为一体，实践工作

学习相互交替”的方式[6]。学生入校的第 1 学期，在学校学

习汽修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在企业进行专业技能的

实践。第 2-5 学期，汽修专业学生在校学习相关的职业技能

课程，且学校和企业承担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每项职业技能的培训都可以按照两阶段进行完成，

即第一阶段，学生在院校完成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学习；

第二阶段，学生在企业实习岗位上，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

完成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实践水

平。在第 6 学期，学生在企业进行顶岗实习。按照以上模式

推进“1+X”证书制度对汽修专业人才的培养，真正实现工

学交替及学生与员工的身份转换，促进我国汽车制造行业的

不断发展。

院校可以成立明确的“1+X”证书制度人才培养组织机

构，明确院校、企业间的人才培养责任，与已合作的企业成

立“人才培养联合”领导小组，下设相关的办公室、专业指

导小组等，形成“学校-企业”联动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目标，管理目标，实现真正的“校企联动”，促进院校与企

业的共同发展[7]。

为了更好推进汽修专业人才培养中的“1+X”证书制度，

院校可以集合当地汽修发展需求和企业用人需求，推进院校

“1+X”证书制度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具体如下：

2.1 明确培养复合型人才目标

院校人才培养，一定要围绕着为满足我国社会建设需

求、市场需求、学生就业水平提升等进行，以提升学生能力

为本，培养综合性高素质复合型技术人才为目标。因此，推

行“1+X”证书制度汽修专业人才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是首要工作[8]。

在院校传统的汽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部分都为面向

汽车维修职业，构建的课程体系内容也大多围绕汽修维修等

相关专业技能。然而，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市场需求呈现

多元化发展趋势，汽车企业的人才需求已经从维修人才向复

合型人才砖面，这就需要院校重新定位人才培养体系，以此

来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在院校构建人才培养目标时，需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4期 2022 年

253

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汽修专业行业发展为基础，制定复合型人

才培养目标，使学生既能够精通汽车维修技能，同时掌握汽

车岗位营销、车声修复等相关专业技能，全面拓宽学生的就

业范围。因此，院校汽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定位在，结

合院校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院校办学条件特色，以培养从事

汽修专业人才、汽车维修业务营销接待、车声修复等技能的

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性人才为目标。

2.2 制定“课证融通”的专业课程体系

院校在以往的汽修专业课程教学时，对专业知识教学重

视度远高于实践课程，因此，学生的理论实践能力相对较弱。

当学生参与职业技能证书评级时，无法碎片化的理论内容与

实践相互融合，导致大部分学生觉得职业技能证书考试难度

大，通过率低。在“1+X”证书制度下的汽修专业考核，院

校能够有层次的对学生进行知识体系传授，使学生能够将课

程内容和实践操作相互融合。院校在构建汽修课程体系时，

将每个阶段的授课内容与“1+X”证书考核内容进行结合，

结合初中高每个等级的内容，实现“课证融通”的专业课程

体系，使高校在培养汽修专业人才时，达到课题即培训、考

核即考证的目的。

基于考核体系下的课程体系构建，以课程设置和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考核等级为标准依据，如：汽车动力与驱动体系，

传统课程中学生需要经历多个学期才能够完成汽车发动机

电控等多门学科，才拥有考取对应证书的能力。在新课改体

系下，可以将相关的知识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类课程，

学生每当完成一门课程就可以参加相应的考核。在这样的体

系下，学生能够将知识与实践完全连贯的掌握，构建完整的

汽修专业知识体系，对各岗位的知识有充足的掌握，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考取相关职业技能证书的难度。

院校为培养符合国家发展、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在

课程体系设置过程中，需要充分对市场人才需求进行调研，

除了开展传统的汽修课程外，还需要开设市场新兴的汽车美

容装饰、汽车养护与金融保险等行业的课程，强化学生的各

项技能，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扩宽渠道，以此满足企业对多

种类型人才的需求[9]。

2.3教学方式和手段的创新

“1+X”证书制度推进之下，院校要打破传统大课堂的

教学模式，为学生安排更多的实践课程，以学生为课程主体，

教师作为引导者，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提升。运用多媒

体教学、思维导图构建等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创新创

造等能力。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利用汽修实训室马云用情景

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为学生布置实践任务，以小组或个

人形式让学生能够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完成实践任务。在开展

“校企合作”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对口专业的实习岗位，使

学生能够在做中学的岗位实践中，强化自身的岗位技能和职

业素养，通过企业师傅和带队教师组织教学考核评估，促进

院校“1+X”证书制度的稳步发展。

2.4构建完善的师资队伍

院校需要与企业进行协调沟通，强化师资队伍专业能

力，针对性的对现有师资队伍进行能力培训，邀请企业专业

能力强的老师傅到学校对学生进行实践指导[10]。建立企业兼

职教师资源库，实施人员互聘、双向挂职锻炼等，共同创建

“双师型”师资团队。通过完善师资队伍，是课程内容与技

能考核标准进行对接，提升院校教学教研实践能力。

3.结论

综上述市，“1+X”证书制度对促进我国院校培养汽修

专业人才有着重要作用。院校在开展过程中，充分融合“1+X”

证书制度考核标准，积极推动“校企合作”，发挥院校和企

业沟通交流，创建“双师型”教学团队，注重学生的理论实

践培训课程安排，教学与实践相互结合，实现学生毕业后的

零距离上岗，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人才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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