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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1 + X”证书制度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重构的问题，特别是传统课程体系的设置，部分院校

提出了“课证相辅、课证相通、课证相融”的课程改革方案，旨在将学位课程与相关证书课程有机结合。

学校通过完善教学新标准、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等方法对电

子信息专业课程进行改革探索。从结果来看，该改革方案经过实践验证，能够有效提升应用人才的核心

竞争力，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

备创新实践能力的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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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curriculum restructuring for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curriculum 
systems, some universities have proposed a curriculum reform plan that “complements, connects, 
and integrates course and certificates”, aiming to organically combine degree courses with rele-
vant certificate courses. The school has explored the reform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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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by improving new teaching standards, implementing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e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form plan has been verified through practice and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applied talents. It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can cultivate more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with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ies fo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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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1]，提出自 2019 年开始要在职业院校、应用

型本科等的高等院校试点试行“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2]，即“1 + X”证书制度。

“1 + X”政策鼓励学生在发挥好学历证书作用的同时，也要积极考取多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从而增加

学生知识储备的同时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3]。“1 + X”证书制度的试点不仅强调了中职人才培养过

程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中职的培养模式、教育教学等方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4]。“1 
+ X 证书制度建设”一直是各高职院校研究和工作的重点，在这方面，我校也在基于“1 + X”证书制度

的职业教育课证融通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工作。因此，本文以我校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结

合电子信息专业方向的“电子工程师”教育技能训练，来探讨新模式下的“1 + X”证书与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课程群体系建设[5]。 

2. 电子信息专业课程的现状分析 

当前一些高校的教学现状与“1 + X”证书制度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教学内容设置不当 

一些高校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与“1 + X”证书制度的要求不够贴合。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学

校所教授的课程内容往往与企业目前最新使用的技术脱节，导致教学内容与电子信息类专业技能等级证

书不相匹配[6]。以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本专业开设了三门电路方面的课程并形成了电路课程群，

但是课程内容更新较慢，所讲授的电路分析操作系统又较为陈旧，导致学生的知识面相对狭窄，考证效

果也较为欠佳，造成了“1 + X”证书制度无法全面实施。 

2.2. 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一些高校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这种教学模式无法有效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而“1 + X”证书制度要求学生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因此，高校现有的

人才培养方案与“1 + X”所要求的技能资格证书的培训标准不符。所以高校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引入更多的实践教学和项目实训，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实践，培养他们的实际应用能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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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资源建设较少 

“1 + X”制度要求提供丰富多样的证书和专业选项，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教材和教育资源来支持不

同领域的学习。然而，一些电子信息专业可能无法迅速提供足够的教材，尤其是针对新兴领域和技术的

材料。此外，电子信息专业通常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室设备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和实验。

然而，部分学校可能不具备足够的资源来支持不同证书和专业所需的实验室设备。这可能导致学生的实

际操作能力受到限制，影响他们在职业领域的竞争力。 

3. “1 + X”证书制度下的课程改革方案 

为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融入“1 + X”证书制度，我们采用了“课证相辅、课证相通、课证相融”的

课程改革方案[8]，并根据“1 + X”高级电子工程师技能证书的岗位要求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推动“1 + 
X”证书制度的建设。如图 1 所示，首先，结合“1 + X”高级电子工程师技能证书岗位技能，整合教学

内容，制定模块化教学新标准。其次，制定电子信息类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具体方案，同时进一步完

善线上和线下资源。最后，建立基于“1 + X”高级电子工程师技能证书岗位技能的模块化教学评价体系。

以课程《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为例，实施“1 + X”证书制度。 
 

 
Figure 1.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mplementation flowchart 
图 1. “1 + X”证书制度实施流程图 

3.1. 融合“1 + X”证书制度：构建完善教学新标准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是电子信息工程领域的一门重要课程[9]，旨在为学生提供电子技术的核心

知识和实践技能。这门课程通常被列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必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电子技术基础，使

他们具备解决电子工程问题的能力。为了构建完善的教学新标准，首要任务是整合学位课程和相关证书

课程。这需要学校重新审视课程设置，以确保学位课程与相关证书课程能够有机结合。其次还需要制定

清晰的课程目标，明确定义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获得证书所需的要求[10]。“1 + X”证书

制度还需要采用新型教学方法，以满足不同类型课程的需求。可视化教学、混合式教学、项目导向教学

等方法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11]。可视化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概念，混合式教学可以

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而项目导向教学则可以培养实际技能。“1 + X”证书制度要求学生获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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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校还需要完善综合考核方案，以评估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这可能包括课堂考试、项目作业、实验

实践以及证书考试。最后，课程将通过研发知识体系，细致设计能力要点，以及创建有效的知识导图[12]，
以满足电子信息类专业教育的要求，同时与“1 + X”高级电子工程师技能证书的需求相契合。 

3.2. 结合“1 + X”证书：实施混合式教学方式改革 

将“1 + X”证书制度与混合式教学方式改革相结合是为了提供更全面的教育体验，使学生不仅获得

学位证书，还能在实际职业领域获得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展开，分别为“教

学分析”“教学设计实施”和“教学评估”[13]。强调以任务为驱动的三阶段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施流

程，如图 2 所示。加强对电子信息类课程的线上线下资源改革，进一步完善课程内容的呈现方式。对课

程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源进行重新建设，基于三阶段式教学的内容资源。如：教材、视频教程、虚拟实验

室、测验题、课后作业、学位课程介绍和课程相关的实际技能培训。 
 

 
Figure 2.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flowchart 
图 2. 教学实施流程图 

3.3. 建立教学评价体系 

建立一套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对于“1 + X”证书下电子信息专业课程改革至关重要。这一评价体系

旨在全面评估学生的学术和职业技能，以确保他们既能获得学位证书，又能获得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

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中，要最大程度发挥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引导、学习监督和课堂过程调控等

方面的作用[14]。此外，混合式教学应充分反映高校教师、学生以及企业工程师等不同角色在评估过程中

的作用，以强化学习过程的考核。“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课程的混合教学评价，按照实施方案的时间

顺序可以分成两段，分别是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15]，而教学过程评价又可以具体分为课堂表现评估、

作业和小组项目评估、实验和实践考核、技能考试，如表 1 所示。首先，教学评价体系应明确定义评价

目标和标准，确保学生在学术知识和职业技能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全面的评估。这需要教育机构与行业企

业专家共同制定清晰的能力体系和评价标准，以便确定评价的方向和内容。其次，评价方法应多元化，

包括学术考试、实际项目评估、技能考试、实验报告等不同方法。这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能力和

表现，确保他们在各方面都能达到要求。另外，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是评价体系的关键。学校需要建立

有效的数据收集机制，以便监测学生的学术成绩和职业技能的发展。这些数据需要用于不断改进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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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和反馈至关重要。学生的满意度和建议可以

帮助改进课程，而教师的反馈有助于评估教学效果和提供改进建议。总之，建立基于“1 + X”制度下的

教学评价体系需要全面考虑学生的需求、行业标准和教育机构的资源。这个评价体系将确保学生不仅获

得学位证书，还能够展示他们的职业技能，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同时，评价体系也有

助于学校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16]。 
 
Table 1.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flowchart 
表 1. 电子信息类课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类型 评价方法 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 评价目的 权重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评估 教师定期评估学生在课堂上

的参与、提问和回答等表现 

教师 

监测学生的学术表现

和参与程度 
15 

作业和小组 
项目评估 

评估学生完成的作业和小组

项目，包括质量和及时性 
测量学生在实际项目

中的能力和合作能力 
10 

实验和 
实践考核 

对实验和实际项目的评估，包

括实验报告和项目成果 
测量学生的实际技能

和应用能力 
20 

技能考试 定期技能考试，测试学生的实

际技能和知识 
教师 
和学生 

确保学生掌握必要的

职业技能 
5 

总结性评价 

期末考试 一学期结束时的综合考试，测

试学生的学术知识 教师 衡量学生对学科知识

的掌握 
10 

职业技能考试 针对职业技能的最终考试，测

试学生的实际技能 教师 确保学生满足职业技

能要求 
20 

项目成果评估 对综合项目成果的评估，包括

设计项目和编码项目 教师 测量学生在综合项目

中的表现和合作能力 
15 

学生反馈 学生对课程和培训的反馈，包

括课程满意度和建议 学生 提供学生观点和改进

建议 
5 

4. 结语 

“1 + X”证书下电子信息专业课程改革的探索，旨在为电子信息领域的学生提供更加综合和实用的

教育经验，以满足不断演化的行业需求。完善教学新标准以便学位课程与相关证书课程能够有机结合。

实施混合式教学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在线上和线下的结合，我们为学生提供了更灵活

的学习方式，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和参与度[17]。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学生

的学术和职业技能。这有助于确保他们既能获得学位证书，又能获得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为他们的职

业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以及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为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多机会来

获取学位证书和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综合竞争力，还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朝

着更加灵活和实用的方向发展。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包括高校教师、学生和行业企业

专家。这种多元化的参与有助于教育体系更好地适应电子信息领域的需求，并提供更加实际和有前景的

教育经验。总之，“1 + X”证书下电子信息专业课程改革的探索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

和挑战[18]。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我们期待为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体验，为他们的

职业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这一探索将继续为电子信息专业教育的未来提供启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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