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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常态下,时代高速发展竞争愈发激烈,从本质层面分析是人才竞争,为积极执行党组织教育战

略方针和规划,贯彻立德树人重要任务目标,夯实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础,积极执行国家文件和规

范中提出的新人才培育基本要求,机电学院智控控制技术专业在育人实践中不断掌握时代发展潮流,持

续性提出“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新模式,进一步形成完善的实践案例,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培育

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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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consolid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work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proposed in “The Action Plan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2020-2023)”. 

I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ng people,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major of the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ctively explores the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accommodation and education of 

"post-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forming a practical case with breakthroughs,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value, showing the school's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work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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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代表的技术持续

性融入人们生活和工作中,获取较佳的应用成效,逐步向智能

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现下机器视觉、系统集成技术凭借自身

优势广泛用于多个领域中,为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和思

路,为积极掌握此类核心技术,需培养高素养人才,满足各产业

发展实际需求。机电学院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以“岗课赛证”融

通育人模式改革为突破口,构建“岗课赛证融通、工学良好衔接

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发挥各主体自身优势和作用。校企双方建

立健全对接机制,共同开发“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训

模块。对接企业职业标准和工作过程,优化课程体系,转化技能

竞赛成果,实现“岗课赛证”深层次融入并落于实处,达成有针

对性增强智能制造人才实际培养水平。 

1 “岗课融通”,强化产教融合深度和校企合作水平 

为保证岗课进行全方位融合贯通,需始终遵循相应的基本

原则,实现内部资源共享,发挥自身优势,承担自身责任,推出新

发展理念和思想,主要利用智能化控制技术专业与产业龙头或

典范企业形成联动,积极分析现下及未来发展趋势,制定与实际

相吻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计划,从本质层突破传统课程体系,重

新构建整个课程教学内容,落实和执行行动导向教学,建立良好

的教学生态环境,保证课程与岗位自身能力和要求真正融合。 

1.1具体措施：(1)实施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开

发模式。始终结合各岗位基本要求和素质,积极构建与岗位要求

相适应的课程教学体系,不断优化和调整各课程模块,进一步将

企业实际生产任务进行转变为学习工作任务,有效融入职业、岗

位等基本元素,促使整个课堂教学更具优良化、真实性,为学生

打造真实的实践课堂,保证教学实现生态化,始终以整个产业需

求为核心导向,促使教学内容和过程灵活性调整和优化,校企育

人实现完美衔接,学习和就业零对接。(2)实施基于工作过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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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核心课程系统化改革。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核

心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和工作任务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课程开发路径为：职业岗位调研→典型职业岗位工

作任务分析(含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等)→工作过程分析→学

习领域课程教学标准(构建学习情境)→学习单元教学设计(含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课程学习指南(学习手册)实训标准(含

实训任务及指导书)→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图片、视频、案例、

互联网+等)→课程考核标准。 

2 “课赛融通”,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职业综合素质 

以竞赛促进学生高效化学习,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自我、完善

自我,提高自身工作水平,积极掌握各类技能竞赛, 大限度发

挥职业技能大赛对教学创新改革的指导作用,深层次分析和研

究各类竞赛实际内容,始终引入各类新规范、新标准,将其视为

课程实施的基准。课程教学中将知识点和技能大赛技能点相互

融合,保证训练和实践保持统一和融合,考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

将整个职业素养等融入教学中。学生课堂教学就是比赛训练,

学生比赛成绩就是课堂考核结果,学生在技能大赛中能力素质

的提高拓展课堂教学育人效果,实现了课堂教学和技能竞赛的

融合统一。 

2.1具体措施：以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为例,重构课程结构。 

(1)调整专业课程目标及结构。调整优化《工业机器人系统

集成》课程目标及结构,课程重构包含典型任务分析、行动汇总、

学习转变、情境创设四大环节。根据工业机器人目标领域或岗

位,经过充分调研、分析、解构、重组等过程,开发出符合要求

的核心课程体系。(2)构建课赛融合的模块化课程。分析机器人

系统集成典型工作任务,归纳总结目标岗位人员的典型工作任

务和具体工作内容。将工作任务分解为5大模块,主要包括制造

单元改造方案模块、硬件搭建模块、系统集成模块、控制网络

集成调试模块、云端数据服务模块。(3)完善课赛融合课程改革

保障机制。学院完善了奖励制度、学习制度、课程改革制度,

保障了课赛融合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有可靠的执行条例；同时开

通教师交流平台,一方面使教师对课程、证书平台等相关要求进

行探讨学习,另一方面为教师在职业技能竞赛及考核后对学生

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3 “课证融通”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和高质量就业 

机电学院积极践行“1+X”职业等级证书制度试点,课程内

容与证书标准相融通,不断升级专业课程、丰富教学内容、创新

教学方式,显著增强人才培养的灵活性、自由性,促使学生积极

结合自身擅长和兴趣,不断实现个性化成长和高质量就业,满足

产业岗位实际需求。 

3.1具体措施： 

(1)“1”与“X”深度融合,重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培

养培训一体化教学。始终把控专业与职业技能标准完美衔接,

针对专业化职业面向、培养目标等多个重要基本要素做好精准

“平台+专业模块”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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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科学定位,始终选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改造原有课

程或新增的方式开发系列书证融通类课程,构建“1”与“X”深

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始终依照专业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吻

合度高低,分别以“书证融合必修课程模块+书证融合选修课程

模块”‚“书证融合必修课程模块+书证融合选修课程+培训课程

模块”‚“书证融合选修课程模块+培训课程模块”。三种不同路

径构建1+X证书培养与培训一体化的课程体系。设计长短结合、

内外结合、线上线下结合的专业教学与证书培训一体化教学模

式。(2)对接“X”证书培养与培训要求,加强培养培训条件和课

程建设。引入初、中、高三级培训师的资质要求,丰富“双师”

标准与内涵,将胜任“X”证书的培训师作为“双师”的重要评

判内容。组织教师参加“X”证书的相关技术技能培训,将之与

教师全员轮训、企业实践、技术创新服务能力提升相结合,提升

教师实施职业技能等级培训的教学能力。按照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标准中的技术领域,围绕工作任务分等级开发系列项目化课

程,校企“双元”合作制定具有示范作用的教学标准,开发系列

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和教学指导书、碎片化的教学视频等

网络教学资源,形成项目化教学资源包。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考证

培养与培训所需的实训仪器设备及装备要求制定相关实验实训

室建设标准和仪器设备装备标准,按标准加强实验实训条件建

设。(3)加强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建设,形成试点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校企“双元”育人机制,联合行业企业组织专家对证书的

引入进行价值判断,制定《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和配套

实施制度,全方位融入试点院校和职业技能证书考核点等工作。

制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与考核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X”

证书培训过程管理。建立证书质量跟踪与反馈机制,及时向培训

评价组织反馈培养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整个培训评价组织

标准更具完善性、规范化,增强各类证书的质量。制定《机电学

院关于书证融合类课程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对课程资源建设、

课程教学与培训团队建设、实验实训条件建设、考核与评价等

提出指导意见。 

4 总结 

通过“岗课赛证“融通将岗位、竞赛和证书进行深层次融

合,实现了“人人进团队,课课有负责”的全覆盖课程管理体系,

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和“1+X”技能等级证书改革,显著增强人才

实际培养质量,有助于贯彻国家引领方针和战略目标,强化教育

创新和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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