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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X”证书制度背景下，如何推进“1”和“X”的有机衔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学生就业能力是各院校应积极探索的问题。通过

对国内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总结出目前课证融合的主要观点，为进一步研究学分银行背景下“课”与“证”的有效融合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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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职教 20 条”）[1]，提出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

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2019 年 4 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方案》（教职成〔2019〕6 号）[2]，要求有关院校将 1+X 证

书制度试点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紧密结合，推

进“1”和“X”的有机衔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学生就业能力。

探索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构建国家资历框架。2019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将退役军人、下岗失

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纳入扩招范围。生源多元化也对我

们的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各地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如

何利用好“1+X”证书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提升高技能人才

培养质量，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培训普遍做法，制订工作

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 

1.研究课证融合机制的意义 

在学分银行理念下，“1+X”证书制度实施的着力点是促进职技

等级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对接融合[3]。通过研究学分银行与“1+X”

证书制度下的人才培养培训路径，实现课证融合意义在于： 

1.1 可以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终身学习理

念的指导下，有利于学生发展多种职业技能。 

1.2 有利于提高学校人才培养培训的质量。通过研究创建多种

教育格局，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改进人才培养

培训的模式，可以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 

1.3 研究学分银行与“1+X”制度的耦合模式，通过学分转换，

可以推动职业教育一体化改革的进程。目前“1+X”证书制度尚不

完善，教育仍以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为主。扩招带来的生源多元化

必然伴随人才培养模式、人才评价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多元化。“1+X”

证书制度是解决生源多元化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学分转换无疑

为课证融合提供了更有力、更有效、更灵活的制度支撑。 

1.4 学分转换可以使“课”与“证”真正有效融合，避免“X”

成为单纯的考证热。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冯海鹰等针对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养提出了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存在的问题，宏观性地提出了试点路径选择：政府

统筹，制定战略框架，并提供资金支持及加强监管；学校应重构人

才培养模式、教育和培训相结合、打造专兼结合团队、探索学分银

行改革；社会应积极联动政府和学校、校企合作、发挥培训评价体

系能动性等[4]。李莉则以“老年照护”（初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

例，对中职护理专业的 1+X 证书制度实施进行了探讨。提出应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组建专业实施团队，加

强校企合作[5]。宓海燕认为，学分银行应该成立专门运行机构与 X

证书同步制定统一标准体系，扩大成果认证范围及保证成果的有效

兑换[6]。周倩提出，实施“1+X”证书制度工作，重点是对教学团队

的建设以及教学资源的建设[7]。王典典等提出，要基于“1+X”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结合学生培养培训实际需要，构建相应的课程内容

体系。同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发挥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作

用[8]。李辉政对学分银行和 1+X 证书制度耦合提出首先要构建学分

银行系统平台，规范教学与评价标准[9]。高文杰认为，1+X 证书制

度背景下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系统建构与完善的重点工作是体

系架构的初创和教学系统的设计[10]。  

3.讨论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面：第一，强调各级机构各自的作用，各级机构联动，由政府制定

战略框架并进行统筹；第二，融合的基础是学校，学校应对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修订，对课程建设予以重视，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同时建设相应的教学资源库；第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双师

型教师队伍的作用，同时加强校企合作。基于此，对于高职院校来

说，最主要的是对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完善修订。如何使

课程内容和“1+X”证书制度更好耦合，主要的问题之一是研究两

者之间的转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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