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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会与 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和目前的社会环境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导致在鉴定开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和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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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Skill Identification Management 
- Taking Jiangsu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Colleg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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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skills identifi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 will be certain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with the latest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current 

social environment, leading to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olutions in a targeted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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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019年初常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对我校

2017-2018年技能鉴定工作检查情况,及市鉴定中心下派的

考评组长和督导员在鉴定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我

校目前鉴定管理工作实际情况,查找目前我校技能鉴定工作

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 存在的问题 

1.1领导不够重视、思路不够清晰 

学校各级领导普遍认为鉴定是继教院的事情,学生技能

鉴定仅是为了领取一本技能证书,却没有考虑到学生是否确

实具备了与技能等级证书相符的技能知识。学生技能鉴定工

作采用课程内考核的办法,这与上级的鉴定管理要求是相矛

盾的,各二级学院对技能鉴定的报名组织及信息审核工作不

重视,经常出现学生报名信息延误、信息错误、缴费不及时

等情况。 

1.2管理体制不合理、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校技能鉴定工作没有全校性的管理制度、没有明

确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没有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范围,

仅继教院具体负责鉴定工作,可是涉及到鉴定工作的考核计

划的安排、考评人员、考评场地及设备等都没有使用管理权

利,在鉴定过程中发现问题也没有有效的解决途径,只依靠

继教院一个部门我校的技能鉴定水平无法保障,工种的拓展

也是有限的。 

善,详细分析拖延行为形成心理形成机制,并依据大学生的

心理特点,从中概括总结,提出切实可行的,适用于不同类型

的解决机制,为大学生提供一套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法。从而

让大学生更好的发展自身的优点特长,不断完善自身,让大

学生正确的认识自身,了解自己,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逐步完成计划,从而养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在学习与工

作中提高效率,不断完善自己,使自身变得更加优秀。并以此

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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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鉴定工作不规范,执行不到位 

在学生技能鉴定中存在鉴定试卷批阅粗糙、考评员评分

和签字不符合鉴定要求、工件保存不规范等问题,且未有效

执行市鉴定考务规定“考评员不得为任课老师”。在社会技

能鉴定中存在考试签到表有代签行为、部分试卷出现疑似雷

同笔迹、考评员打分随意不规范等问题。 

1.4条件薄弱、教师不专业、设备不达标 

市中心下派的考评组长和督导员指出：一些工种鉴定的

设备和配件不符合考核项目的要求；考核操作过程中部分工

种的安全设施佩戴不规范、不重视；某个工种鉴定考核中个

别项目的操作出现全员性错误,说明辅导教师的专业操作水

平不足。 

1.5信息化管理水平落后、收费手续繁琐 

学生参加技能鉴定报名没有平台可以操作,不能实现网

上报名交费,提交的个人资料经常出现错误,由于人数多专

业多,人工核对既费时费力但正确率仍难以保证。另外缴纳

鉴定费不能实现报名的同时就缴费,需要先报名、将报名名

单提供给财务、财务开放缴费系统、通知学生缴费、学生在

系统内进行缴费、系统关闭后继教院工作人员在系统内查询

报名学生是否已缴费,确定缴费学生名单。如有学生没有及

时缴费又要再重复一遍以上过程。 

2 解决措施 

2.1学校领导必须高度重视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把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结合起来,探索实施

1+X证书制度,是职教20条的重要改革部署,也是重大创新。

职教20条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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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工作方案和

具体管理办法,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作为试点学校,

只有领导高度重视,进一步理清我校技能等级鉴定(评价)工

作体制,完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校内各方的积极性,才能真

正做好1+X试点实施工作取得实效。 

2.2系统谋划技能等级证书相关工作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职教20条,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

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是我国高职教育改革中一项重要

工作,对此我校要系统谋划好学生的技能培养工作,从人才

培养方案改革开始,设计好各专业要取得的技能证书数量和

等级,并在专业课程学习中做好相应的技能训练,要规范取

得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过程,让我校的技能等级证书含金量

更高。 

2.3完善技能鉴定体制 

成立技能鉴定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与管理权利,理

顺继教院与二级学院、实训中心等部门的相互关系。 

2.4健全技能鉴定机制 

学校层面要出台“技能鉴定工作实施管理办法”“技能

鉴定工作考试管理制度”“技能鉴定考评人员管理规定”。 

2.5加强技能鉴定资源建设 

要加大投入,根据各鉴定工种的考核要求完善相应的设

施、设备、配件。要加强考评员的学习和提高,熟悉鉴定工

种的国家职业标准内容,对历次的鉴定考试的题目注意收

集。对实习教师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动手能力。 

搭建技能鉴定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网上报名交费,运用

信息化管理手段提高技能鉴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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