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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1 + X”证书制度人才培养的不足及新工科背景下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积极地推进教育实践改革，

对当下汽车电子技术类“1 + X”证书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与指正，对外加强企业对老师的指导，

对内加强老师以及企业对学生的指导，做到学练一体化，对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专本衔接)的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构建与实践，达到面向国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的，从而为社会提供复合型人才。“1 + X”
证书制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同类高校中具有较高的参考作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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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hortage of talent training of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and the goal of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study modifies and correct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of automotive electronic technology, strengthens the guidance of enterprises to 
teachers externally, strengthens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and enterprises to students internally, 
and achieves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trai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of automotive electronic technology major (bridging junior college and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are carried ou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facing the country,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so as to provide compound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has high reference fun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value in simil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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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的授课内容与授课方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教育部自 2017 年提出

“新工科”建设以来，“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新工科建设的“三部曲”就得到

工程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和迅速响应。2019 年，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推行，职业院校应

用型本科高校就开始启动“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2021 年以“新时代·新挑战·新工科”为主题的北大新工科国际论坛主题在北京大学召开，围绕“高等

学校如何深化新工科建设”的问题进行展开，使得高校对于“1 + X”证书制度有了更深入的改革，从而

更加显著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1]。 
“1 + X”认证体系是推动我国职业培训发展的重要途径。该框架旨在深化职业培训改革，加强创新

人才培养，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1 + X”学历体系中的“1”是指学历

证书，是学生毕业时获得的普通职业学校学历证书。“X”代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颁发给完成职业培

训课程的学生的证书。自 2019 年开始试点以来，“1 + X”证书在高校表现良好。通过将“1”和“X”

有效的衔接与融合起来，将二者体现的知识和技能衔接，实现专业课程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基础知识

和职业能力的结合，解决学习内容与真实岗位割裂的问题，最终实现课证融通、岗课赛证的育人机制[2]。
“1 + X”制度的首要特点就是能够提升学校教学质量[3]；其次“1 + X”制度结合了理论与实践，体现了

知行合一；最后“1 + X”系统突出了“X”的多种可能性。所以职业院校要以学生的未来就业和发展为

引导，推行“1 + X”证书制度，提升教学的质量以及促进学生的就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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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 X”证书制度背景下，有关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应用，一些学者进行了

实证研究，持续关注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影响[5] [6]。一是“1 + X”证书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

题日益凸显，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7]。二是书证融通教材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教材内容与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衔接不紧密，教材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教材开发主体单一，缺乏多方协作，教材

评估与反馈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制约了书证融通目标的实现[8]。三是“1 + 
X”证书制度在书证融通方面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未能充分实现预期目标，导致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

之间的衔接存在一定障碍[9]。四是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贯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职业

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10]。五是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改革[11]，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的改革是“1 + X”证

书制度成功的关键。六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双师型教师在“1 + X”证书制度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目前各高职院校在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使用上仍存在不足。如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虽然双师型教

师比例高达 80%，但在“1 + X”证书培训中仍依赖校外培训机构。这一现象促使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如何

更好地发挥双师型教师的优势[12]。 
国外一些国家在产教融合和“1 + X”证书制度方面也已取得不错成果。第一种是英国职业教育采用

的“三明治课程”模式，即“理论–实践–理论”的人才培养路径，强调学生在学习期间需有一年企业

实习经验，并最终返回学校完成学业。此模式旨在通过学校学习与企业实习的交替，提升学生的职业素

质和实际工作能力[13]。第二种是德国的双元制，德国职业教育由联邦主导，经费统一，标准全国一致。

联邦教育部下属的职业教育研究所负责制定教育条例、教学计划与企业培训大纲，政府财政保障。特色

在于双元制，结合校企需求，学生既在院校学习又在企业实训，通过统一考核后，可获技术工人证书、

企业培训合格证及学校毕业证，确保高质量技术工人培养。是一种通过企业与相对应的职业学校共同进

行育人模式[14]。第三种是美国的社区学院，允许学生根据爱好兴趣选择课程，并鼓励公营企业的参与

[15]。第四种是日本的产学官模式。学校的职业教育由国家管理，企业的职业教育由企业自己管理[16]。
第五种是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学习–工作”循环模式打破传统教育界限。该

体系倡导终身学习，允许各阶段人群按需学习。招生广泛无限制，支持灵活学习路径，如先培训再就业

或工学结合。学习形式多样，时间、地点、方式自选。学习成果可累积转化，便于升学深造，展现高度灵

活性与包容性[17]。总体而言，国内外在产教融合和“1 + X”证书制度方面的研究现状呈现出多样化和

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 
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如何优化和改革高等院校的“1 + X”证书制度，以满足学生的职业发展需

求。 

2. “新工科”背景下汽车电子技术专业“1 + X”证书情况分析 

2.1. 关于汽车领域的“1 + X”证书 

目前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汽车领域“1 + X”证书包含有以下三种：汽车运用与维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证书一)，共十一个模块；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二)，共五个模块；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装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三)，共五个模块。各证书模块包含初、中、高三个等级(或中、高两个等级)，
经过考核合格后即能获得相对应模块的技能等级证书，不同证书模块的组合可达到复合型人才的效果。

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体模块划分[18]见图 1。 
据调查发现，对于汽车电子技术专业更有帮助的证书有：电工证、汽车驾驶证和汽车运用与维修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一)。以下是通过对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的在校大学生的调查问卷

得出以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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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1 + X” certificate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图 1. 汽车领域的“1 + X”证书 
 

从图 2 和图 3 数据中可以得出：此次填写问卷的同学为 23 级与 22 级居多。对于该年级同学来说，

驾驶证与电工证是众多同学们想要考取的。首先，驾驶证(60.61%)是需要自己报考驾校考取的；其次，电

工证(53.2%)是目前机电类专业中就业含金量最高的证书，但是据了解，电工证在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并没有开设相应的教学课程来指导学生去考取；同学们想考取汽车维修工中级证书的概率达到了 46.41%，

该证书考取有开设在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的班级中，通过率相当可观。 
 

 
Figure 2. Questionnaires of “1 + X” certificates 
图 2. “1 + X”证书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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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s 
图 3. 调查问卷结果 
 

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从图 4 可以看出：KMO 值为 0.808，KMO 值大于 0.8，说

明问卷调查报告的研究数据非常适合提取信息(从侧面反应出效度很好)。但其中汽车维修工中级证书共

同度(公因子方差)低于 0.4，意味着“测量项”的信息没有被提取出来，说明不适合对“测量项”进行测

量；原因是该项提取出来的信息被套用到别的项上面去，导致汽车维修工中级证书的项共同度较低，但

由于汽车维修工中级证书为汽车专业“1 + X”证书中较为重要的证书之一，所以该项不能被删掉。但此

调查问卷效度的 KMO 指数大于 0.8，可以作为本文“1 + X”证书调研情况的实例。 
 

 
Figure 4. The validity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图 4. 问卷调查效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只能考取到中级的“1 + X”证书，但大部分企业就业需要的是高级证书，而

高级证书则需要学生自学自考或者达到本科学历，在本科院校考取，这非常不利于专科毕业就开始就业

的同学。首先专科生并不具备自学自练的条件和能力，其次该校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现在开设可以考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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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较少，最后就是证书等级不高，并不能满足现在社会对于机电类、汽车类等工科专业的就业要求。

这就是我们这次课题研究及推广的方向。 

2.2. 社会对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相关的“1 + X”证书的现状 

随着“1 + X”证书的不断增多以及发证机构的不断扩张，社会上出现了对于“1 + X”证书认可度不

高的情况，标杆企业缺乏协同高校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19]。主要的问题就是证书过于追求数量的扩张，

因此忽略证书的内涵建设，证书在社会中体现不出内涵，自然社会就会认为该证书的含金量不高。这也

是“1 + X”证书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20]。 
1) “1 + X”证书认可度不高 
社会的认可是教育改革得以实行的基础。通过对毕业生与企业的调查发现，有无考取“1 + X”证书，

在企业招聘和升迁上并没有显著影响，企业并不会因为拥有该证书而优先聘用员工，由此反映出“1 + X”

证书还没有真正的出现在大众视野，不少企业在招聘时会更倾向于拥有人社局颁发的汽车维修工中级证

书的员工，而不是通过其他发证机构颁发的“1 + X”汽车维修工中级证书，这也直接反映了“1 + X”证

书在社会认可度不高的问题[21]。 
2) 汽车标杆企业缺乏与高校协同培养人才的积极性 
现如今的证书评定协会标准不一。在缺乏强有力的汽车行业协会领导的前提下，如何调动龙头企业

参与到评定证书标准中来，是证书获得社会认可、提升企业参与“1 + X”证书制度的积极性的关键所在

[22]。 

2.3. 目前各高校实行汽车专业相关“1 + X”证书制度的现状 

1) 课证融通难 
目前不少高校都有试点“1 + X”证书制度，但其效果远远达不到“1 + X”证书所要求掌握的内容，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没有体现出“1 + X”证书的内涵。在高校试点期间，不少高校原有汽车专业的

课程开发能力不强，导致找不到书证融通的科学路径[23]，加上培训评价组织的指导能力有限，导致了考

证成了一股新的高校风潮，照搬考证内容的现象较为普遍[24]。 
2) 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适配新时代“1 + X”证书的教学要求 
2023 年高职院校招生 555.07 万人，在扩招计划下学生的成长环境、学习能力等参差不齐，当前高职

院校的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着与“1 + X”证书制度较难融合的问题，传统的教学方法只适用于学习能力强

的学生。因此，在不断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方法与教学质量的情况下，将“1 + X”证书制度与传统教学

方法融合更是难上加难[25]。 
3) 高职院校的教学设备难以适配“1 + X”证书制度的实施条件 
高职院校的硬件教学设施缺乏，会进一步阻碍“1 + X”证书的标准考核与教学实施。就汽车电子技

术专业来说，考取的“1 + X”证书的硬件设施需要车辆、场地、车辆维修工具、车辆检测工具等，这些

硬件设备的缺失会导致高职院校难以对“1 + X”证书制度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26]。 

2.4.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专本衔接人才培养普遍现状 

目前，汽车专业的专科生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院校后深造后，理论知识确实得到加强，但是实

践操作能力普遍被弱化，本科院校对于这一部分升本的学生，如何在他们已有的知识技能上，实现对专

本教育技能教学的延续，是大部分本科院校在专本衔接时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也是汽车类专业专本衔接

的主要问题[27]。现如今，专升本大学生在本科院校学习期间，基本按照普通本科生的培养模式来培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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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对专升本学生来说显然是不科学的。目前，专升本大学生已成为了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在高等教育中应当得到重视[28]。 

3. “新工科”背景下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关于“1 + X”证书制度人才培养方案存在的 
问题 

3.1. 人才培养方案目标不明确，不科学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培养学生的重要依据，目前该高校的汽车电子技术人才培养方案中，并没有“1 
+ X”证书制度体系相关内容及要求。这意味着与该专业相关的“1 + X”证书制度很难得到足够重视，也

很难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29]。在课程设置方面也缺少考取相应职业技能证书相关的课程。简单来说就是

理论与实践脱节[30]，学生获取的只有书本上的知识，缺少职业技能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让学生去考证是

非常困难的，如果人才培养方案内容没有涉及到“1 + X”证书体系方面的内容，就会导致学生很难获得

相应的知识去应对相应的考试。 
汽车专业传统的培养方案主要围绕着课程学习来展开，其中包括汽车构造学、汽车电子学、发动机

构造与维修、底盘构造与维修和汽车故障诊断与分析等[31]。在以往的汽车专业课程中，各高职院校以试

卷为基础的理论考试模块占比过大，单一的考评体系已经不足以反映学生的技能掌握水平。为了改变这

一不足，“1 + X”证书的考核应采用以动手操作的考核为主，理论考试为辅的策略，这样才能重点提高

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从而更好地适应汽车企业各岗位的需求[32]。 

3.2. “新工科”背景下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缺少针对性教材 

目前，“1 + X”证书评价组织均已发布了相对应考核标准系列教材。但大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并没有纳入相关的教材，还有部分“1 + X”证书的考试未出版相关系列的教材[33]。广东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的学生在考取“1 + X”证书时，并没有相关课程与书籍，都是依靠老师发的 PPT
进行上课与实操，由几个 PPT 结合一起来指导“1 + X”考证，既给教师备课、上课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又加大了学生的知识储备量。 
总体来说就是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在“1 + X”证书制度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目标不准确，存在

着教学模式单一，缺少相关“1 + X”证书针对性教材以及人才培养方案没有能够体现“1 + X”证书内涵

要求。 

3.3. 各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没有被发挥极致 

目前各高职院校是具备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但是从实施“1 + X”证书制度的情况来看，高校并没有

很好地发挥这部分教师的特点。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双师型教师的比例达到了 80%，但是在汽车电

子技术专业考取“1 + X”证书的时候依然是请校外的培训机构来进行培训考证。这也是很多高职院校在

对于“1 + X”证书制度实施时存在的弊端，所以高校要重新发掘一条如何更好地发挥双师型教师特点的

道路。 
总结来说，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实行“1 + X”证书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是，软硬件教学设施供给困

难，现如今教学改革背景下“1 + X”证书制度的顺利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提供完善的教学设施。 

4. 关于构建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专本衔接“1 + X”证书制度的建议 

4.1.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的“1 + X”证书制度要与人才培养方案相融合 

高校自己的教学组织与实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专业的教育与证书的培训二者本来是两个独立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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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阶段，但在国家提出职教 20 条以后，高校就要将这两者进行一个有机学习的整合，必须做好时间上的

分配、师资力量的调配以及学习的方式与场地的迁移等重要工作。 
如果该方案在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上试行，可以这么做：在新的培养体系中，一年级的学生要求掌握

初级职业技能，教学计划每学期安排 24 学时技能实训，二年级中级职业技能要求，教学计划每学期安排

48 学时技能实训，三年级的学生要考取高级技能可以升学或就业后考取，如图 5 所示。将职业技能要求

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学生每个学习成长路径中。增加的课程实训达标模块，将汽车专业故障诊断与排除技

能融入汽车专业课程教学中，从而可以解决学生遇到汽车故障无从下手的问题。因此我们将汽车专业课

程知识分成技能点，将各个技能点贯穿整个证书培训中。在教学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练一体化。 
 

 
Figure 5. “1 + X” certificate teaching plan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图 5. “1 + X”证书高职院校教学计划 

 
学校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好职业技能等级考核：首先要根据职业资格的考试要求，借助学校的平

台优势，为学生搭建起专业课考核题库，教师可以把考核分为日常练习、阶段测试以及期末测试等环节，

并将学生各环节的实际完成情况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折算，作为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 
最后，要设置一定的奖惩机制，并将其计入最终的成绩考核之中。这样模块化的考核训练能够有效

地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适应学习强度，更能明确各课程学习之间的重难点内容和关联性内容，从而提升

学生的专业素养，对帮助学生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有重要作用。 

4.2. 重构课程体系与开发新教材，对接“新工科”背景下“1 + X”证书制度的人才培养构建 

课程体系是“1 + X”证书制度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起到支撑各项培养活动的作用，需在课程体

系建构中体现出对学生自主性、多样性等特点的重视。课程体系重构与教材的开发，需要在任课教师对

汽车技术专业核心技能非常了解的基础上开展，建立基础课程与选修课程相互关联的结构，提高实操课

的占比，贴合“1 + X”证书制度内涵，构建以实践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专业课设置要与就业岗位衔接，

对当前行业和人才需求实地调研，整合数据后设立出选修课程体系，保证学习任务是岗位任务的转化，

体现出对“1 + X”证书制度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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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中不仅仅要学习本专业能力教材，应当增加跨专业领域教材，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理论与开

展实践活动的同时能够融会贯通，激发自身潜能，促进更多新的想法。多样性的课程体系以及学习教材

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任课教师所设计的课程体系应当从多个层面提升教材的灵活性，为学生

提供组合课程。以此促使学生在获取低等级技能证书后，逐步考取高层次技能等级证书，奠定“1 + X”

证书制度下人才培养的基本框架[34]。 

4.3. 要让双师型教师队伍更好地融入到“1 + X”证书制度中 

可以选派校内教师到校外学习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方法，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可以通过

外聘专家的方式向学生授课，对校内研发的教学资源进行共享；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和研修班，增强其知识更新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通过引进、选

拔或内部晋升等方式，优化师资结构，在确保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构建和完善的同时，建立健全师资队伍

管理机制，促进师资队伍的稳定发展。在教学中建立一批示范基地，为师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和实践

平台，促进教学成果更好地推广应用；与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进行产学研一体化，提升教学

质量和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推广教学成果，将优秀的教学成果及时推广到教育行业中，为其他学校和

专业效仿并创新提供参考。 

5. 总结 

“新工科”教育要求高校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新”大学生，基于新工科建设，本文以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与“1 + X”证书制度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相融合为例，从汽车专业培养计划出发，

进行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与“1 + X”证书制度有机融合的课程制定；针对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与“1 + X”证

书制度的现状，进行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优化；根据考取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相关的“1 + X”证书需

要较强的实践性，对实践教学环节进行合理地整改；对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类的“1 + X”证书的考核方法

进行了完善加强；对如何改善社会对于“1 + X”证书制度与传统汽车类专业的看法提供了建议。本文以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与“1 + X”证书制度人才培养方案的有机结合来辅助“新工科”的人才建设，文中教

学的改革结合新型工程教育要求，提高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进一步加强学生自身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也为以后继续完善教学改革提供宝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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