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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职业教育

应实行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职业院校的教学资

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条件建设等多方面的因

素。如何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职业院校的

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实现职业教育育人与就业的功

能，是制度实施的关键所在。职业院校课程体系建

构的科学性与精准性，直接影响到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的水平。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

量的大背景下，探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职业院

校课程体系的理论，总结实践经验与方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高职课程体系的理念 
与实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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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职业院校课程体系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育人与就业统一的

目标设计、基础与特长融合的结构体系设计，以及“程序”与“过程”一体的知识选择。分

析众多实践案例，总结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职业院校课程体系融合的三种典型模式。实践

表明，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课程体系的融合，优质的证书是前提，科学的路径是关键，

健全的机制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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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机融入高职课程体
系的理念

课程体系通常是指“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特定

结构、开放性的知识、能力和经验的组合系统”。[1]

如果说职业院校课程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知识性、技

能性、教育性等方面，课程体系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

体现内部课程的有效运行上。课程体系建构的核心，

是要在一定的课程观指导下对体系内部的课程群进

行科学的组织与编排。

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指出，学校

在开发课程时，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学校应力求

达到何种教育目标？要为学生提供怎样的教育经验

才能达到教育目标？如何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经

验？如何评估学习经验的有效性？”[2] 职业教育的

课程体系建构，既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也要

遵循课程的基本原理。就职业教育书证融通的课程

体系而言，其建构的基本逻辑主要体现在育人与就

业统一的目标设计、基础与特长融合的结构体系设

计，以及程序与过程统一的知识选择三个方面。

（一）育人与就业统一的课程体系目标设计

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新时

代背景下，中央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改革的

初衷是为了促进就业。通过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充分发挥

职业教育服务人人、服务终身教育体系的社会功能。

通过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切实增强职业教

育适应性，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融合的课程体系的

目标设定，必须充分体现就业导向。然而，教育的根

本目的是培养人，作为一种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固

然需要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但职业教育并不等同

于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在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其作为教

育所固有的育人功能。即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注学生的人格与个性发展。

因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职业院校课

程体系的目标设计，不但要贯彻产教融合的基本理

念，培养学生的技术技能，体现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

特征；而且要基于“全人教育”的理念，将学生的职

业素养培养与知识能力的培养统一起来，以培养学

生成为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人作为

终极教育理想。

（二）基础与专长融合的课程体系结构设计

关于“体系”，《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解释为“若

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

体。”自然界事物的发展与人类社会个体的成长、知

识衔接等都需要考虑体系的指导作用，就课程体系

而言，则体现在不同的个体成长阶段，在知识内容获

取、对社会认知程度等方面都需要具有鲜明特色的

体系性教育课程进行阶段性引导。职业教育的课程

主要包括普通文化课程和专业课程。[3] 普通文化课

程主要是基于学生的社会发展要求和个体身心发展

需要而设计的课程，它强调的是学生发展的“基础”，

对职业能力的充分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 专

业课程主要是基于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要求，以及

专门知识与技能获取的需要而开发的课程，它强调

的是学生的“特长”。

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通常人们容易理

解为仅仅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特长，便于学生今

后就业，这种观点较为偏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

机融入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必须遵循“基础”与“专

长”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依据开放性的原则构建课程

体系，在融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的同时，着眼于

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职业

生涯发展规律，设计课程体系的结构组织。二是要

按照整体性的原则优化课程体系，结合职业技能等

级标准，对普通文化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进行有效

整合，通过优化、筛选、增补的方式构建专业基础知

识，以模块化课程来代替传统的科目课程。

（三）程序与过程一体的知识内容选择

任何教育类型的课程体系的建构，都是依据课

程目标的指向，选择课程知识内容进行结构序化的

完整过程。职业教育也不例外。进入新世纪以来，

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一直被界定为“技术技能”人

才，有学者认为，“技术技能”直观地反映职业教育

传授经验知识的复杂性特征 [5]，笔者认为，职业教育

所传授的知识，除了经验知识外，更多的是实践性的

知识。学者王顶明等基于比彻·托尼等学者关于知

识分类及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探索性地提出，实践性

知识应包括程序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两类知识 [6]。

程序性知识以学科知识为主，关注抽象的符号材料，

一般是通过客观材料，在以规则为导向的情境中习

得。过程性知识关注具体的人或物，以个人经验知

识为主，通常是通过实际工作，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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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获得。程序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的分类视角，

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有机融入职业教育课程，

提供了分析思路和方法。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与职业院校的课程体系

融合时，对于不需要工具设备便可从口头或书面材

料习得的程序性知识，应保留职业院校原有的课程，

而不必强行融合。对于需要工具设备，必须通过“做

中学”才能获得的过程性知识，则应充分参考等级

证书的要求，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等充分融入课

程内容。

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高职课程体系的
实践模式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开启了职业教育改革的新篇章，其中重要的

改革之一就是启动“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经过近 3 年的试点工作，高职院校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成效。同时，通过边实践边研究，我们总结出了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课程体系的几种典型实践

模式。

（一）“以证为桥，通专结合”的融合模式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物流管理

等专业，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总结出了“以证为

桥，通专结合”的融合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内涵为：

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桥梁，实现通识课与专业课

程体系的联结与沟通。课程体系中的通识课和专业

基础课程，主要融通职业等级证书职业能力要求的

“一般要求”部分，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安全、行业认

知等。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核心职业能力标准，

主要与专业核心课程对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证

中需要专门补充的内容，通过增加等级证书专项培

训来实施。在专业拓展层面，则根据专业对接产业

链的岗位来设置多个选修课程模块，每个课程模块

融通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专业基础、兴趣特长，有针对性地选择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中的模块。基于上述设计思路，提升专业的拓

展性、互补性，以达到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高技

能人才的目的。

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

例，该专业通过问卷调查、召开企业专家研讨会等方

式，充分调研企业人才岗位的能力需求。该专业从

工业机器人上中下游领域，甄选了工业机器人制造

企业、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企

业的多名实践专家召开研讨会，专家们讨论分析了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行业的技术技能人才从新手、

高级新手，到胜任者、精通者职业生涯发展历程中所

从事的典型工作任务，总结归纳后形成了见表 1 所

示的典型工作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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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领域典型工作任务列表

典型工作任务

新手 高级新手 胜任者 精通者

岗前培训 机器人控制系统维护 机器人工具端拓展应用 机器人离线编程

机器人安装与简单调试 机器人常见故障排除 IE 工程优化 方案设计

机器人初级程序编写 机器人在线编程 机器人典型应用 工业机器人销售

机器人初级保养 机器人系统联调 系统故障排查 工业机器人智能化

机器人离线仿真 项目管理 工业机器人应用二次开发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将工业

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所要求的

技能点进行了详细分解，充分利用现有的实训条件，

依据企业专家研讨归纳形成的典型工作任务，同时

对照 2019 年教育部颁布的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学标

准，结合湖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构建了“平台

+ 模块 + 方向”的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如图 1。课

程体系中的“平台课程”由公共课、思政课等培养学

生基本素养的课程，以及培养学生宽平台专业素养

的专业基础课程组成；“模块课程”对接职业标准，按

不同职业岗位需求培养，帮助学生形成岗位核心职

业能力，是学生专业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学生职业能

力形成的核心部分；“方向课程”帮助学生拓展职业

方向，在培养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发展通用能力和个

性化能力。

根据“以证为桥，通专结合”的融合模式，工业

机器人技术专业学生第一年主要完成自动化专业群

共享模块课程（包括思政课程、素养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等）的学习，夯实专业基础；第二年开展专业模

块化课程学习，打磨专业技能。二年级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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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六大模块组成，如图 2。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了其中四大模块，经过

专业模块化课程学习，学生具备了工业机器人操作

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要求的中级技能，能全

员参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证。在此基础上，第

三年拓展职业方向，同时注重共性与个性发展，开设

职业拓展通用能力支撑课程如“创新设计”“专业英

语”等，满足学生通用性需求，设计“科研助理”学生

创业项目，举办三级技能竞赛，满足优秀学生个性化

培养需求，同时对接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开设自动化

方向或智能制造方向课程模块，对接其技术要求，针

对性地培养学生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根据区域经

济发展，适当增补、调整职业方向课程，以备学生选

修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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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结构图

图 2　“课证融通”的核心课程模块化设计思路

（二）“对接标准，全面融入”的融合模式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等专业，在教学实

践中总结出了“对接标准，全面融入”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与课程体系融合的模式。该模式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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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涉及的典型工作任务和

技能，结合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标准和行业标准，全

面融入到专业课程体系中。融合后的课程体系在结

构上并无变化，同时为了方便学生灵活选择证书，在

专业拓展课程中安排多个证书供学生选择，实现了

多个证书的可选择功能。

2019 年初，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先

后与网店运营推广评价组织进行实质性沟通，有意

参加 1+X 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试点，

按照“对接标准，全面融入”的思路开发课程体系，

在此基础上修订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课

赛证”融通。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

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电子商务专业将初级和中级

融入了课程体系中。初级标准的工作领域包括网店

基础操作、网店装修和网店客户服务三部分。中级

内容包括“SEO 优化、SEM 推广和信息流推广”三

个部分。初级和中级的内容分别在电子商务专业不

同课程体系中承载。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

业在 2019 年试点的基础上，2020 年开始尝试“课程

融通”课程体系构建。即在电子商务专业不同课程

中融入网店运营推广等级证书标准内容。具体融入

的课程与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的工

作领域对应关系（见表 2）。

表 2　专业课程融入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工作领域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
所融入的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标准工作领域

电子商务基础 网店基础操作

电子商务视觉修炼 网店装修

客户服务与管理 网店客户服务

网络营销 SEO 优化、SEM 推广

新媒体营销 信息流推广

电子商务技能训练 网店运营推广初级证书综合训练

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网店运营推广中级证书综合训练

将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到

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后，可以看出原课程体系结构并

没有变化，关键在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相关内

容分模块安排在相应的专业课程中，实现了有机融

合，如图 3。这样的设计，有效避免了因考证给学生

带来额外负担的困扰。同时在专业拓展课程中安排

了跨境电商 B2B 数据运营、Web 前端设计和电子商

务数据分析三项证书供学生选择，实现了多个 X 证

书的可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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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子商务专业“标准全面对接课程体系”的融通模式

（三）“依托标准、改造增设”的融合模式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武汉

职业技术学院物联网技术专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在试点过程中，总结出了“对

接标准，改造增设”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课程体

系融合的模式。该模式的具体内涵为：将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中规定的工艺和标准有机融合到课程教学

中，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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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拓展学生能力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免修、强

化、修补等方式重新调整课程体系，确保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和学习目标满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标准

要求。

以威海海洋职业学院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

例，该专业与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等级证书评价组

织联系，将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中级）融合进入课程体系。该专业将证书标准涉及

的 12 个典型工作任务和技能，对照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教学标准和行业标准，通过“旧课改造”和“新

课开发”等方式，逐条融入到课程体系中，形成新的

课程体系结构，融合的具体方式见表 3。

表 3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课程融通节选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级） 课程融通

工作领域 职业技能要求 学历教育课程 融入方法

... ... ... ...

2. 工业机器
人系统编程

2.2.1 能够根据工作任务要求使用高级
功能调整程序位置

工业机器人编
程与应用

PLC 与变频器
技术

工业组态与现
场总线技术

2.2.1 内容免修

2.2.2	能够根据工作任务要求进行中
断、触发程序的编制

2.2.2 内容强化，工业机器人编程与应用增加实践应
用训练要求

2.2.3	能够根据工作任务要求，使用平
移、旋转等方式完成程序变换

2.2.3 内容强化，工业机器人编程与应用课程增加任
务辅助学生理解相对平移与旋转

2.2.4	能够根据工作任务要求，使用多
任务方式编写机器人程序

2.2.4 内容免修

2.3.1	能够根据工作任务要求，编制工
业机器人与	PLC	等外部控制系统的应
用程序

2.3.1	PLC 与变频器技术课程增加 PLC 以及工业机
器人通信任务

2.3.2	能够根据工作任务要求，编制工
业机器人结合机器视觉等智能传感器
的应用程序

2.3.2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应用课程中加入机器视觉任
务；PLC 与变频器技术课程中加入 PLC 与视觉传感
器的控制与通信任务 ; 工业组态与现场总线技术课
程增加基于机器人视觉检测系统模块

... ... ... ...

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机融入高职课程体
系的实践反思

教育行动研究理论认为，教师即研究者，让教师

在实践中主动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增进教师对教

育实践的理解力，是行动研究最根本的追求 [7]。实

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从国家层面来说，是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大制度设计；对职业院校而言，是教师

开展行动研究的实践过程。结合职业院校数量丰

富的实践案例，反思两年多的试点工作，我们认为，

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课程体系的充分融合，提

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从以下方面推动

落实。

（一）优质的证书是融合的前提

根据“职教二十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职

业技能水平的凭证，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

发展所需的综合能力”[8]。这一界定表明，实施 1+X

书证融通，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更要

重视学生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养成。优质的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应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

工作领域的典型性。所谓工作领域，是指在一定的

岗位（群）分析基础上，按照工作性质一致、行动维度

相同的原则归纳得出的宏观层面的工作任务 [9]，它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典型性。二是工作任务的系统

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中的工作任务，从本质

上来说是适合学生工作与学习的载体，这些学习的

载体可通过具体的项目、案例来呈现，学生通过大粒

度工作任务的学习，体验、感悟未来的工作世界，获

得综合职业能力。三是职业技能的综合性。职业技

能的基本成分包括操作技能和心智技能两大方面。

操作技能是指可以通过肢体动作的速度、力量、准确

性、连贯性等行为指标反映出来的外显的合乎规则

的操作方式；心智技能是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活动

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心智活动方式。高水平的职业

技能掌握依赖于操作技能和心智技能二者的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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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10]。优质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反映的职业技

能，应是操作技能与心智技能的完美结合。

（二）科学的路径是融合的关键

1+X 证书试点工作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目前

还缺乏书证融通方法和路径的经验积累。书证融通

的课程体系建构过程中，存在着融合目标不够明确、

融合路径不够科学、融合过程缺乏监控等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一是要全面设计书证融通的人才培养

目标。具体内容包括：研究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岗位

与证书对应岗位的匹配性；分析本校学生的学习基

础、学习能力与学习意愿；选择难度适宜的证书，将

其标准纳入培养内容体系。二是要寻求科学的融合

方法。职业院校专业种类繁多，不同的专业在开发

书证融通课程体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具有明显的差

异性，职业院校只有立足自身实际，采用恰当的融合

方法，设计科学的融合方案，才能有效推进人才培养

工作。三是要进行有效的监控。院校内部应统筹规

划书证融通的具体工作，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机

融入课程体系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有效监控。

（三）健全的机制是融合的保障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有机融入人才培养，是

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作。如何建立健全的保障机制，

调动教师参与该项工作的积极性，是院校管理者必

须思考的问题。结合课题研究征集的院校案例经验，

建议从以下方面建立推进融合工作的保障机制：一

是以教科研项目立项的方式，鼓励教师以团队的方

式参与书证融通课程体系的开发工作。二是完善教

师绩效工资制度。承担了书证融通课程教学工作的

教师，其绩效工资应高于未承担此项工作教师的薪

资水平。三是改革教师考核考评办法。为充分激励

教师参与书证融通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可依据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在教师考核中适当增加技术技

能的考核比重，以此激发教师创新的动力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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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Vocational 
Skill Certificates into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LI	Hong-qu1,	XIANG	Li1,	WANG	Zhong-yuan1,	ZHU	Xiao-ling1,	YAN	Ju-huai2

(1.Wuhan	Polytechnic,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2.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eihai	Ocean	Vocational	College,	Weihai,	Shandong	264210)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vocational	skills	certificates	into	the	curriculu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goal	design	of	the	unity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he	structural	system	

design	of	the	integration	of	basic	and	specialty,	and	the	knowledge	selection	of	"program"	and	"proc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any	practical	cases,	 three	 typical	models	of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skill	 certificates	and	

vocational	college	curriculum	are	summarize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s	and	curriculum	systems,	high-quality	certificates	are	the	prerequisite,	scientific	paths	are	

the	key,	and	sound	mechanisms	are	the	guarantee.

Key words:	vocational	skill	certificat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model;	integration	of	course	an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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