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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X 证书制度对于我国职业教育起到重大的突破作用，基于此，课程与证书一体化是当务之急，因为这不仅直接影

响了 1+X 证书制度实施的效率，也影响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方向。但从目前现状来看，1+X 证书制度下，课证融合教学策略的

实施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本文对“1+X”证书制度下商科专业课证融合体系构建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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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has played a major breakthrough role in my country’s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integration of courses and certificates is a top priority, because thi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but also affects my country's talent training. direction. However,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under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curriculum-

certificat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integration system of business majors under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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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优
先发展教育”的新部署，国务院发布实施了《全国职业教育
改革规划》（以下简称“二十大职业教育”）。在新的要求下，
教育部四部门联合发布了“高校证书 + 部分专业技能等级证
书实施试点方案”，这是对以往“双证书”的深化和创新，该
制度旨在加快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的衔接，深化教师、
教材和教学方法改革，提高职业院校教育质量和学生就业能
力。但改革初期问题很多，困难依然存在。

一、1+X 证书制度内涵
1+X 证书制度中的“1”为学历教育，“X”为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1+X 证书制度是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结
合的制度体系。“1”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达到的基本要求，

“X”是“人才培养的特色化要求”，是职业教育面向智能化
生产时代社会生产转向智能生产的过程中，对复合型人才需
求的关键支持。其核心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最
为突出的特征是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同时具备基础能力与专项
能力，改革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具体的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中，既可以是专业相关技能的深化、精细化，也可以是
多个专业技能横向层面整合，形成新的能力模块，以此“拓
宽就业创业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一）1+X 证书制度下职业教育意涵

从职业教育外部来看，职业教育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
系。办学主体既包括各级各类的职业教育院校、校企合作伙
伴、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还包括通
过 1+X 证书培训的方式，参与到职业教育之中的各类培训评
价组织。按照 1+X 证书制度试点方案的要求，“培训评价组

织作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标准的建设主体，对证书质量、
声誉负总责，主要职责包括标准开发、教材和学习资源开发、
考核站点建设、考核颁证等”，院校要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
准和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培训评价组织在职业
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改变了传统治理结
构中的分权模式乃至整体结构。同时，其学分认证模式从制
度上认可了学习者可以参与培训评价组织的相关培训，改变
了传统职业教育学习成果的来源，提供了各个办学机构“竞
争性”的环境。从职业教育内部来看，职业教育的目的从传
统“单一指向”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转向符合智能化生
产环境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以技能培养为核心目标的职
业教育课堂教学变革、学习环境变革、学习方式变革、学习
过程变革、学习评价变革及相关的制度变革来支撑。从课堂
教学来看，1+X 证书制度下的职业教育课堂强化了实训教学，
改变了传统课堂理论与实践分离的教学模式，强调整体性、
复杂性、系列化、典型性的任务模式，强化了对真实职场的
需求；从学习环境来看，改变了传统以教室为主的学习环境，
转向以实训、工作场等为核心的学习环境；从学习方式来看，
从传统以记忆为主的学习，转向以具身体验为主的学习；从
学习过程来看，从传统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
过程，转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提供支持的过程模式；从评
价来看，从传统的职业院校自主评价，转向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参与的外部支持性评价；从制度来看，从传统以便利管理
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取向，转向以便利学习者参与为核心的制
度设计，比如提供灵活的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的学分银行等
模式，为灵活的教学管理、生活后勤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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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X 证书制度的出现使得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都产生
了极大的转变。

二、1+X 证书制度下课程证书整合的主要问题
（一）1+X 证书的含金量褒贬不一

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证书和
等级也是快速区分人才级别的有效策略，是人才质量和信誉
的体现。证书试点工作中有着我国互联网龙头企业阿里巴巴，
国产手机品牌华为，电脑品牌联想等等知名企业，评价机构
涉及到中国统计协会，中国旅游协会，中国酒店协会，中国
室内装饰协会等等，虽然数量较少，但都是权威机构。问题
就出于此，权威机构虽然有权威机构的优势，但只能从企业
或协会单方面角度进行评价，评价不够全面，认可范围也只
是在认证主体中。培训评价机构作为社会化机制招募的新型
评价主体，其职责、职能和定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培训评价机构的资质、社会属性和规范发展仍需不断监督和
完善。培训评价机构中的龙头企业相对较少，例如电子产品
行业中，美的、小米等知名品牌都不在其中，影响力也大打
折扣。目前，我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评价机构有 472 家，
良莠不齐，是否能够将龙头企业聚集起来参与探究和研发之
中，是新行业课证融合的标准和要求。

目前，从 472 份试点职业技能证书方面来看，没有覆盖
专业院校，也没有覆盖专业的工种，而且证书的重复类型很
多，例如：会计上岗证和初级会计师证。职业技能水平的提
升重点应该放在关键工作区域和执行关键工作和典型工作等
方面，根据需求来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但从目前的现状来
看，国家还没有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目录，如何选择含金
量高的“1+X”证书和市场认可的“1+X”证书是实现等级证
统一的前提。

（二）课程教学与证书的衔接不够紧密

首先是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是要经过市场调查
后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出来的，1+X 证书制度的到来时间尚
短，未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人才培养方案的修改
影响力不足，而人才培养方案是学生大学期间整个课程体系
的反应，所以反馈到教学上就是课程与证书的衔接不会紧密。
其次是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多以理论加实践或实训为主，
而每个证书主办单位对证书的考核方式更多侧重于软件在企
业中的实际操作，且每个证书主办单位考核方式也不同。最
后是教师的实训经验对证书培训的影响，现在普遍都要求教
师到企业实践锻炼，但教师所到单位各有不同，所到岗位五
花八门，不一定能接触到证书主办单位所考核的实践内容，
这就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不一定能做到有效衔接。

三、1+X 证书制度下商科专业“课程证书一体化”的
实施思路

（一）聚集优势，提升“1+X”证书的含金量

国家教育部对专业技能水平标准体系进行了设计，完善
配套政策，通过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动员更多的行业龙头企
业，知名企业或者权威的行业协会为教育评估机构，吸引国
际、国内先进标准、新的标准，首先要研究开发新的需求，
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社会欢迎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树立
认证书品牌意识，提高“1+X”认证书的含金量。示范大学
可以接受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或专业建设委员会的
协商，建立“1+X”证书出入体制，严格控制入学，避免片
面的“研究热潮”。同时，建立证书质量追踪反馈机制，推

动学生和社会将“整合课程证书”过程中出现的信息和问题
迅速反馈给教育评价机构，使教育评价机构继续完善和更新
标准。

（二）协调专业资源，促进“1+X”的有机联系

首次，处理好教育专门课程标准和证明相结合的专业技
能标准，教育内容和职业技能认证考试大纲的内容，专门科
目教育评价和工业企业的结合，学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水平评
价证明相结合的探索，也就是学校教育“1”的培训安排与

“X”证书的培训考核挂钩。其次，处理好“课程”与“市
场”的关系，专业设置要适应行业需求，学习任务与工作任
务相结合。最后，处理好“证书”与“市场”的关系，在选
择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种类和水平时，学生不仅要考虑他们
的学习方向和基本水平，还要考虑职业岗位在这个方向上的
就业市场需求。

（三）加强课程证书整合，深化“三教”改革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到 2022 年，要求高校专业课“双师
型”教师比例将达到 50% 以上。高校应围绕 1+X 证书制度，
对接职业技能水平证书的内涵、要求和标准，对全体教师进
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教师实施“X”证书教学、培训、考
核和评价的能力，建设一支能够准确把握 1+X 证书制度先进
理念，适应新技术、新流程、新规范、新要求的专兼职教师
队伍。目前，现有的职业技能水平证书并没有涵盖大多数大
学专业，也没有涵盖大多数职业工种，并且存在许多重复类
型的证书。试点院校教师将设计一门或多门符合“1+X”证
书相应级别标准、内容重叠较大的课程，作为“课程证书整
合”课程。根据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各
项相关标准，开发了《课程证书集成》教材，不仅可用于课
堂教学，还可用于“1+X”证书的相应等级考试，解决“最
后一公里”1+X 证书系统实施中的问题。试点高校应将基于
1+X 证书制度的“综合课程证书”教学组织与“1+X”证书
的培训、教学时间长短、教师的内外部安排相结合。

四、结束语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次创新

尝试。1+X 证书体系下的课程证书整合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
的阶段。选择真正符合“1+X”证书的目标定位，通过“证
书课程整合”，实现课程标准与证书专业技能的衔接，使

“1+X”证书课程内容与培训内容相结合，教学进度与“1+X”
相结合培训计划证书、课程评价和评价与考证要求的“1+X”
证书相结合，以实现专业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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