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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职业院校实施1 + X证书制度的大背景下，针对专业实训标准制定的影响因素，我们分别阐述了在

标准制定过程中涉及到的设备、管理、师资、应用和考核五个方面，指出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应注意的

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最后指出在专业实训标准制定过程中一方面要参考企业行业生产标准，结合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统筹考虑设备、管理、师资、应用和考核五个因素，使实训的资源得以优

化。另一方面，在实训标准设计时，也需在一定程度上考虑“X”证书考核的标准需求，使实训标准既

能对学生基本的实训教学进行规范要求，也能对“X证书”的针对性考核进行适当的指导，从而最终提

高学生实训的质量，落实实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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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aiming 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ormulation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standards, we 
respectively elaborated the five aspects of equipment, management, teachers, application and as-
sessment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 formulation, pointed out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gav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standards,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refer to the enterprise industry production standards, combine with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five factors, 
including equipment, management, teachers, application and assessment, so as to optimize the 
training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design of training standards, we also need to consider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s of “X” certificate assess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so that the training 
standards can not only standardize the basic training teaching of students, but also provide ap-
propriate guidance for the targeted assessment of “X certificate”, so as to ultimat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training and implement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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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2019 年 2 月，教育部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提出在职业院校启动“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随后教育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

书”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正式启动了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指出“重点围绕服务国家需要、

市场需求、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从 10 个左右领域做起，启动 1 +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1”为学历证书，“X”为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历证书全面反映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在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毕业生、社会成员职业技能水

平的凭证，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其中“1”是基础，“X”是补充。1 + 
X 证书制度体现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重要特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1 + X 证书制度明确提出了对学习者职业技能进

行综合评价的要求。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说，职业技能直接关联的是学生的实训实习，所以 1 + X 证书

制度的提出和执行就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训实习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研究了在 1 + X
证书制度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实训标准制定过程中涉及的几个相关因素。 

2. 设备因素 

实训室建设过程中，实训室的功能在定位上要经过充分的调研，并经过企业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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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做到定位准确，方案切实可行，并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而

实训设备体现的是实训的功能，是学生实操实训的载体，是实训室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训标准制定

的主要对象之一[1] [2]。在实训标准制定时，关于实训设备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齐”：以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为例，在实训标准制定时，必须考虑到汽车检测与维修涉及

到关于汽车运行、运用、检修、维护与保养等方面的问题，设置与之配套的相关设备、仪器及工具等，

至少得保证实训设备与课程需求相匹配，使理论教学和实操练习有效结合，相得益章[3]。如果在某一块

儿有缺失，则会直接导致学生实训过程中技能培养的缺失，使理论和实践脱离。当然在设备配套时可以

选择某一些模块，但针对这些模块来说，其配套设备一定要齐全、够用。硬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也须

有相应的虚拟软件，特别是针对一些较为先进和超前的技术，虚拟软件是必不可少的配套设备。在实训

标准中必须有对硬件和软件的明确要求。 
其次是“细”：实训标准在具体制订时，一方面参照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另一方面要考量 1 + 

X 证书制度关于该科目的要求。将所有相关的设备进行模块化分类，建立专业实训室；在同一个专业实

训室内，一方面根据专业课程的需求，另一方面参照企业生产工位，将实训设备进行更为详细的分组，

形成实训工位；针对不同的实训工位，制定相应的实训技能标准和考核要求；实训技能标准和要求要细

化到操作的每一个环节；考虑到实训技能水平的认证，特别是“X”证书有等级的要求，实训技能标准

和要求要分不同的档次，分别针对不同的技能等级要求。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在实训标准中明确的提出和

说明，如此，则可以保证学生实操实训有更强的针对性，使模块知识系统化的同时更加细化，同时也便

于教师对实训课程的编排和组织，便于对学生实操技能的评价和评定，更有利于实训教学的反馈。 
再次是“足”：指的是学生的实训设备要足够，实训工位要足够，实训指导教师的数量要足够，这

一点在实训标准中体现的是数量的要求，实训标准必须明确指出，并说明在量不够情况下的预案。学生

实训时一般以班为大单位、以组为小单位进行，如果一班学生同时进行实训操作的话，特别是在校内实

训室班级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人多设备少、实训工位不足的问题。如何保证足够的实训工位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为直接的办法是增加实训设备和场地的投入，但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

在不增加实训设备的情况下，我们采用的办法是对于需要进行实操实训的专业课程，将大班拆分为 AB
组，每组再细分为 3 到 4 个小组，每个小组不多于 5 人；同时将实训内容进行模块化拆分，AB 两组的实

操内容错开进行，但这样的做法要求有足够的实训指导教师，会增加师资的负担。设备足，师资够，才

能保证实训工位的充足，才能保证每个小组的人数不会过多，才能保证学生的实训参与度，才能提高指

导教师的指导效率，从而提高学生实训的质量，但在设备不足教师不够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实训效果达标，

达到怎样的标准，必须在实训标准中有对应的补充或备案。 
最后是“快”：指实训设备的更新。以汽车专业为例，由于汽车科技的发展，汽车行业相关技术的

更新换代很快，基本上两到三年就会出现新的技术，在市场上就会出现新的车型及新的硬件应用，所以

汽车检修专业的实训就会面临一个设备不断更新的问题。实训要贴近行业、贴近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

必须写入实训室建设标准中，以制度的形式执行，而且要紧跟行业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确保实

训设备不过时，实训技能不落后。就这一点来说，“X 证书”的设计一般紧扣行业发展及社会需求的前

沿，其变化更是紧跟市场的需求，所以在设计实训标准时，针对“X 证书”的相关内容更应该跟上行业

及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 
“齐”、“细”、“足”、“快”这四个因素如果做不到位，则实训标准的制定就失去了依托。所

以在实训标准制定过程中，关与设备的这四个问题，必须在实训室的保障制度中有所体现，同时在实训

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对于以上提到的四个因素，首先要保证学生技能训练最基本的需求得

到满足，在此前提下，再考虑“X 证书”考核的需要。由于“X 证书”的补充作用，只针对专业上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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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的方向，所以在选取时有一定的指向性。对于某一个专业来说，一般是由考核的第三方建标准、

提要求，但是在高职院校进行实施，所以在专业实训标准制定时对其要有一定的考虑，使实训标准在规

范学生基本的实训技能训练的同时，对“X 证书”相关的训练和考核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 管理因素 

实训的管理，一是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二是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高等职业学校的实训教学，在设

计时均是以企业行业生产为大背景，以学生对生产工作需要的知识及技能的掌握为目的进行的，所以在

实训的管理上最好还是将学校的教学管理贴合企业行业生产过程及生产管理模式进行操作。但是在实训

标准制定时，这些管理因素该如何体现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项目做为载体，在实现具体的实训项目过

程中，进行隐性地体现，实现实训管理的部分功能。具体要落实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实习项目为载体，通过把学生实习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细化、量化和标准化规定，将“1”

和“X”对实训项目的内容进行适当融合，让学生以完成任务的形式，把隐含在任务中相应的规程、规

定、规则、标准、要领等进行落实。制度的本身就是为了落实，而我们直接从落实入手体现对制度的执

行。一方面，会使整个实训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有据可查、有规可寻、有机协调，另一方面，通过对项目

的细化、量化和标准化规定，更有利于学生的实训操作，而且，还有利于后期对学生实训的考核； 
其次，将项目实训过程中的各项要求，以表单填写的形式显性明确地表现，更使得管理过程具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在实训标准制定时，表单就兼具有知识性、可操作性和管理性，对于各种表单的

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在实训操作过程中，通过具体项目的表、单的填写将教师的工作规划和实训

计划进行贯彻实施、有效落实，一举双得。 
最后是实训标准中对项目实施的过程和结果要有相应的评价标准，对项目实训的绩效要有考核，对

项目实训的效果要有反馈。 
按照这样的思路，对于实训项目，从实训目的设定、任务分配、工具设备的使用申请备案、实训耗

材的领取、结果的考核、纪律的约束等方面均参照汽车维修企业及 4S 店的管理模式，设计一系列的诸如

实训计划表、任务工单、设备借用使用纪录、实训操作手册、操作记录单、实训成绩认定等等的相关表

单，具体如表 1 所示。通过实训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设计和优化，以学生完成表单任务的形式，达到对学

生实训管理的实现。另外还做到了模仿企业管理，营造企业氛围，让学生提前“走进”企业。 

4. 师资因素 

学生在实训过程中指导教师的配置，能有效地指导学生的实训操作，解决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出现的

专业问题及相关的其它问题。实训指导教师一般由科目的带课教师或专任实训教师担任，目前师资力量

较强的学校实训指导教师由二者共同担任，同时出现在实训课堂上。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如教师新进、

专业不对口、实操技能不达标等许多问题的存在，实训指导教师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学生的实

训效果不太理想，达不到实训课程要求。所以在实训标准制定时，应该对实训指导教师提出相应的要求

并通过考核竞聘上岗。 
表 2 列举了我校目前对专任实训指导教师的任职要求。该要求从专业背景结构、工作年限、“双师”

型教师、教师能力、企业生实践、教师的专业培训进修等方面提出考查项目，针对不同的考查项目均提

出相应的指标要求。一般来说专职实训指导教师上岗均需满足该要求；对于一般任课教师来说，要求可

相应低些，但也应向这个标准看齐。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只有满足了这个要求，实训指导教师才有可能

在实训教学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提高学生的实训质量。当然，这背后要求的是学校对师资的投入，特

别是在师资培养更要切合 1 + X 证书制度的推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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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ign of training management projects 
表 1. 实训管理项目设计 

实训阶段 项目 表现形式 涉及内容 实施主体及依据 

计划阶段 

任务计划 任务计划书 实训目的、内容、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标准 

“X 证书”模块标准 

人员安排 
实训申请表 

时间、地点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学生及分组 

设备工具 工具设备清单 

任务实施 

安全学习 安全学习书 实训安全指导 实训管理员 

小组任务实施方案 小组任务表 

学生分组 

学生 

小组任务内容 

小组任执行方案 

实操记录 实训记录单 
实训详细记录 

实训结果 

实操标准 实操手册 学生实操标准 行业企业标准 
“X 证书”标准 

总结反馈 

学生实训报告 
实训报告书 

学生报告总结 学生 

成绩评定 实训成绩核定 
指导教师 

总结反馈 总结报告 

实训总结 

课程反馈 

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标准 

实训管理细则 

 
Table 2. Requirements for full-time training instructors 
表 2. 专任实训指导教师任职要求 

 考查项目 参考指标 考查指标 备注 

1 
专业背景 所带专业 相同或相近(后期进修学习)  

工作年限 专业教学时间 不少于 6 年  

2 “双师”型 
教师职业资格 资格证书  

行业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等级证书  

3 能力 

实操技能素养 技能大赛获奖 至少校内 

实践教学能力 大赛获奖 至少校内 

骨干教师 是  

4 业务培训 

参加专业课程培训 不少于 40 学时/年 不低于校内平均培训课时 

X 证书培训 不少于 40 学时/年 不低于校内平均培训课时 

双师培训 不少于 40 学时/年 不低于校内平均培训课时 

5 企业生实践 参与企业生产时间 累计不少于 1 年  

… … … …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2072


王勇，关斌 
 

 

DOI: 10.12677/ae.2021.112072 463 教育进展 
 

通过我们学校严格地执行，我们发现在学生实训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对实训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刻，

对技能的把控更加到位，对新技术的引入也更加自如，所以对学生实训指导的质量大幅度提高；另一方

面，教学相长，专业教师的技能素质也有了相当的改观，整体的教学能力有大幅度的提高。 
实训管理人员对专业的实训教学进行统筹协调，更应该是相关专业的行家里手。所以，在实训标准中

要求作为实训管理人员首先得懂专业，专业必须对口、具备双师素质、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经验，熟

悉相关专业及行业的生产流程及生产标准等；其次，有眼光，对专业及行业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认识，

能在实训教学的规划设计及开展过程中切合市场的发展，切合专业的发展方向，在实训计划及方案的制定

过程中，更能贴合“1 + X 证书制度”的要求，更有效地开展和落实学生的实操技能培训；再次，须会管

理，做到管理到位，管理有序，在实训课程安排时，尽量做到实训内容不重复，实训班级不冲突，实训任

务不遗留；最后，实训管理人员有专职实训指导教师的工作经验，了解实训指导过程中的问题所在，能及

时发现实训课程在设计、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能有效解决，并能具有一定的应对突发问题的能力。 

5. 使用因素 

“使用”强调实训课程的实施，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标准的具体落实，是提高学生实训

操作技能，做好岗前培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同时也是实

训标准制定的最终目的[4] [5]。使用过程有两个环节觉得需要最为注意，其一为教师的教学环节，其二为

学生的实操过程。 
首先，教师的教学环节。教师做为实训课程的具体策划和组织者，尽管在落实上不同的教师有不同

的授课风格，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开展形式，但最终实训的目标都应该切合行业标准、贴合企业生产，

落实到具体的操作程，落实到学生实训技能提高及工作习惯的养成上来，所以，在实训课程开展的过程

中，所有实训指导教师的课程开展都应有相一致相统一的地方。对此，我们强调，在实训标准修定时，

必须要求实训课程在开展时至少包括几个相同的环节，使学生的实训教学在一定的程度上流程化，制度

化。表 3 所示为我校实训标准在这一环节的相关要求。 
 
Table 3. Teaching of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表 3. 实训课程教学环节 

顺序 环  节 内     容 

1 安全纪律教育 实习实训教学开始，实训指导教师均须对学生进行相应内容的实训安全及纪律教育。 

2 实训任务说明 

每次实训课，均要对学生明确讲解实习实训的目标、内容、方案及要求， 
使学生对实训任务有明确的认识； 
介绍设备性能、操作规程、工艺要求、工具使用方法等内容； 
对每一个实习实操环节进行具体讲解或示范，说明技术方法和操作要领。 

3 确定人员分组 

每次实训教学，均须根据实训任务对学生进行分组； 
每个实训小组不多于 5 人，小组个数不多于 5 个； 
并指定小组负责人； 
人员分组最好相对确定。 

4 下达实训任务 
针对实训目标，给各小组下达实训任务； 
实训任务落实到人； 
各小组负责人具体负责组内任务实施。 

5 实训任务分组实施 
学生分组实施实训课程任务； 
任务实施过程中注意相互协作相互配合； 
任务实施过程中相互学习； 

6 教师指导 
实习实训过程中，指导教师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的错误操作； 
启发引导学生勤于发现和分析问题，善于解决实习实训中遇到的专业技术问题； 
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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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理清理 实训课程结束后，指导教师引导学生做好实训设备及工具的整理工作及环境卫生的打扫工作。 

8 实训课程小结 
由指导教师引导学生对实训操作过程进行小结并反思； 
肯定优点，查找不足； 
小组间相互点评等。 

9 实训质量反馈 要求学生做好规范、完整的实习(训)记录，写实习实训日记； 
实习结束后，完成一份质量较好的实习实训报告。 

10 实训总结 

实习(训)结束后，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习报告要全批全改； 
并结合学生在实习实训期间的学习和纪律表现，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次，综合评

定实习(训)成绩； 
实训指导教师总结实训课程开展过程中的得失。 

11 校外实训 如果进行校外实训，学生必须在校内完成相关培训并考核通过，经相关部门同意方可进行。 

 
以上几个环节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要求，严格执行。其中前八条在实训课程内完成，确保实训课程任

务有效落实，使学生对实训的目的、实操的方法有明确了解，对工作任务有最切实的体验；后面三条在

实训课后完成，是实训课程的反馈，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反思、是实践操作技能水平再提高的有效保

障。通过上面的几个环节，让学生的实训从“设计”到“实施”到“反馈”再到“重新设计”形成一个

有效的闭环，促进实训质量的提高和学生习惯的养成。将以上环节写入实训标准中，形成实训标准中的

一环，在实训过程中形成一种制度，同时也是我们在实训管理中的一种探索。 
其次是学生的实操过程。实训课程的实施环节，更应该注重的是前面提到的各种实训计划的切实合

理落实。学生是实训的直接参与者，所有的实操实训均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

培养展开的。在实训标准制定过程中设计的所有相关的各种表单，最终都须通过学生的具体操作进行实

现，基于学生实际操作之上的各种反馈分析，各种方法改进，各种计划再修改等等，都应该通过实训内

容的开展才能得到体现，可以说，对学生实操的具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实训课程开展的质量。所

以在实训标准制定时，特别是对学生实操的具体要求，一定要详细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一定要符合课

程标准要求，切合行业标准规范；一定要体现“X 证书”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在体现“X 证书”的等级

上，要有明确的区别。在实训课程的实施环节，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更应该有相关制度的约束和

规范，这一内容应该在实训标准制定过程中作为重要内容作出体现，在此要强调的是在实训过程中学生

不能仅仅是参与，而是对其要在操作的质和量上提出相应的标准要求。 
以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为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了针对汽修专业的所有核心课

程，涉及到汽车检测与维修的方方面面，并要求了所有专业核心课程中实践课程的占比，但无论是人才

培养方案还是课程标准，针对实践课程的具体实施却没有明确说明[6]。诸如某一门课的实训环节有多少

课时，有多少内容，这些内容在实训过程中具体如何进行操作，学生做到怎样的程度算是达标，对于整

个汽车专业所有的实训来说，学生做到怎样的成度才算是合格等等。这些要求应该在实训过程中以标准

的形式明确出来，以便于学生有目的地学习和实训教学的开展[7]。在此我们建议参照“X 证书”中对该

模块的要求来设置对学生的实训要求，将“X 证书”中的要求和学生实训要求对接，将“X 证书”要求

的标准带入实训教学中，让学生的实训要求一步到位。这样带来的好处是对学生的要求更明确，学生的

实训更有针对性。表 4 中是我校汽车专业《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结合“X 证书”中对该专业

课程的要求而设计的学生实训操作表单中的一节实训课程要求，其中对学生的操作要求直接明确，具有

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学生只要能按照表单的要求完成相应的操作，就可以说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相应的实训技能求。当然在实际的表单设计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X 证书”要求对某个单一的操作技

能再进行细化和量化，达到强化实训的目的，或者，将各种技能大赛的要求考虑进来进行设计，因为技

能大赛本身就是以行业及企业的要求做为背景进行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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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Sample table for practical training of students 
表 4. 学生实训操作样表 

模  块 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初级) 时  间  

姓  名  学  号  

班  级  指导教师  

项目一 动力系统部件检测与维修 

一、查询并记录发动机信息 

发动机类型  发动机排量  缸径  

压缩比  点火顺序    

二、按照维修手册的标准流程拆装和检查气缸盖及指定的气门 

1、拆装步骤及紧固规格(拆卸后需向指导教师报备) 

气缸盖拆装步骤 第    章    节    页 气缸盖螺栓扭力规格  

2、气门检查及测量 

检查项目 气门座宽度 气门杆直径 进气凸轮升程 排气凸轮升程 气门弾簧高度 

标准值      

测量值      

判  定 正常□异常□ 正常□异常□ 正常□异常□ 正常□异常□ 正常□异常□ 

三、按照维修手册的标准流程拆装指定的活塞连杆组 

1、拆装步骤及紧固规格(拆卸后需向指导教师报备) 

活塞连杆拆装步骤 第    章    节    页 连杆盖螺栓扭力规格  

2、活塞环检查及测量 

检查项目 第一道 第二道 油环 

活塞环类型    

活塞环开口间隙 
标准值    

测量值    

活塞环至环槽间隙 
标准值    

测量值    

活塞环厚度 
标准值    

测量值    

判    定 正常□异常□ 正常□异常□ 正常□异常□ 

实操项目二：动力系统部件检测与维修(配分评分表) 

序号 考评观察项目 操作能力要求点 评分标准 配分 扣分 

1 安全/7S/态度 

□1、能进行工位 7S 操作 

未完成 1 项扣 3 分， 
扣分不得超 15 分 

15  

□2、能进行设备和工具安全检查 

□3、能进行车辆安全防护操作 

□4、能进行工具清洁校准存放操作 

□5、能进行三不落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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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技能能力 

□1、能正确查询和记录发动机信息 

未完成 1 项扣 5 分，

扣分不得 50 分。 
50  

□2、能正确拆装气缸 

□3、能正确查询气缸拆装步骤 

□4、能正确查询气缸螺栓扭矩规格 

□5、能正确拆装气门组 
□6、能正确测量气门座宽度 

□7、能正确測量气门杆直径 

□8、能正确测測量气门座锥角 

□9、能正确测量气门总成高度 

□10、能正确测量气门弹簧高度 

□11、能正确查询气门组件规格 

□12、能正确查询活塞杆组拆装步骤 

□13、能正确查询活塞杆螺栓扭矩规格 

□14、能正确拆活塞杆组 

□15、能正确拆装活塞环 

□16、能正确测量活塞环开口间隙 

□17、能正确测測活塞环至环间隙 

□18、能正确测量活塞环厚度 

□19、能正确查询活塞环规格 

□20、能正确对活塞环槽口 

3 工具及设备的使用能力 

□1、能正确使用维修工具 

未完成 1 项扣 5 分，

扣分不得 10 分。 
10  

□2、能正确使用预紧置扭力扳手 

□3、能正确使用气门弹簧拆装工具 

□4、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 

□5、能正确使用外径千分尺 

□6、能正确使用高度尺 

□7、能正确使用直尺 

□8、能正确使用活塞环拆卸工具 

□9、能正确使用活塞环安装工具 

4 资料、信息查询能力 

□1、能正确使用修手册查询资料 

未完成 1 项扣 5 分，

扣分不得超 10 分 
10  

□2、能在规定时间内查询所需资料 

□3、能正确记录所查询资料章节页码 

□4、能正确记录所需维修信息 

5 数据、判读和分析能力 

□1、能判定气门是否正常 

未完成 1 项扣 5 分，

扣分不得超 10 分。 
10  

□2、能判定气门座是否正常 

□3、能判定气门弹簧是否正常 

□4、能判定气环是否正常 

□5、能判定油环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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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表填写与报告的撰写

能力 

□1、字迹清断 

未完成 1 项扣 1 分扣

分不得超 5 分。 
5  

□2、语句通顺 

□3、无错别字 

□4、无涂改 

□5、无抄袭 

合计  

6. 考核因素 

实训考核是实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训考核作为对学生课程实训质量的具体检验，是实训课程

的最后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督促学生学习，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应用能力，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

的重要环节，同时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也是对学生一个重要评定[9]。 
在“1 + X 证书制度”的背景下，实训课程考核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有了双重的要求。首

先是“1”即学历证书的要求。前面说过，“1 + X 证书制度”， 学历证书是基础，所以无论“X”证书

选择的是那个，做为基础的学历证书要求都应该牢固掌握。所以从实训标准的角度来说，其制定必然是

以对基础的考核为主，反映学生基础技能的水平程度，在制定时以行业企业对岗位的要求作为参照，针

对全体学生进行执行。其次是“X 证书”的要求。“X 证书”由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考核，是学历证书

的有机补充。既然是补充，针对的就是部分的学生，就有一定的指向性和针对性。那么在考核标准制定

时，这块儿就可以作为选择性的要求，实施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具体考虑，在需要考核时可通过专项

训练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并由第三方进行考核，以达到“X 证书”补充的作用。 
总之，在实训考核标准制定时，要牢牢把握“1”是基础，“X”是补充这个最基本的论断，严格落

实对“1”的要求，抓好基础；灵活对待“X 证书”的要求，做好拓展。 

7. 证书标准修定成效 

“1+X 证书”制度在我院的试点正在稳步推进，我们基于以上的考虑，将“X 证书”的要求融入到

实训标准的修订和实训教学的开展中，特别是汽车专业的实训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观，实训目的变得更加

明确，针对性更强，环节更完善，学生的技能水平层次提升有了明显的变化，实训资源的效能发挥有了

质的提高。以我院汽车专业为例，在“1 + X 证书制度”实施前后，将汽车专业实训标准修定取得的成效

进行对比如表 5 所示： 
 
Table 5. Comparison of revised effectiveness of automobile professional training standards 
表 5. 汽车专业实训标准修订成效对比 

 对比项目 修定前 修定后 备注 

1 双师教师培训需求 每年 1 次 每学期 1 次 学校组织 

2 教师企业生实践需求 不做要求 要求 要求参与企业生产时间累计不少于 1 年 

3 教师双师获取时间 1 人/4 学期 <1 人/3 学期 平均时间 

4 实训管理项目设计 5 项 8 项 

增加： 
任务计划； 
小组任务表； 

实操手册(“X 证书”相关)； 

5 学生技能考核通过率 65% 83.5% 一次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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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生就业面向 汽车维修行业； 
汽车制造行业； 

增加： 
汽车销售行业；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 
增加“X 证书”涉及的就业面向 

7 证书考核种类 汽车维修工

(初、中、高级) 

增加： 
汽车运用与维修(初、中、高级)； 
智能网联汽车(初、中、高级)； 
商用车销售(初、中、高级)； 

增加“X”相关证书 

8 “X 证书”相关培训 无 涉及三个项目，每年两次；  

9 与“1 + X证书”考核 
内容吻合度 

65% 100%  

10 实训设备利用率 86% >96%  

11 实训课程  增加：“证书”相关课程  

8. 结语 

高等职业院校实训标准的制定，是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环节，是实现 1 + X 证书制度的重要保

障。在高等职业院校实施 1 + X 证书制度的背景下，我们要统筹推进育人方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机制的

改革，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建设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人才，更应该在培养方案的落实上动心思、下功夫。 
所以，针对职业院校实训课程的标准制定，一方面要统筹“设备”、“管理”、“师资”、“使

用”、“考核”五个因素，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对实训标准进行再修订，对学生的实习

实训提供可靠依据和保障，以此来提高学生专业实训的有效性，另一方面，“X 证书”的考核要求也

要在实训标准中有一定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X 证书”的针对性。在实训标准中只有将“1”的

基础和“X 证书”对实训的要求综合考量，统筹规划，有机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实训效能，达到提

高学生实操技能、落实实训目标、促进学生工作就业的最终目的，也从根本上来体现 1 + X 证书制度实

施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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