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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证融通的实施对于提升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美丽中国数字化

治理体系、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起着积极作用。针对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X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衔接不紧密、课程教学对课证融通的执行力不强、课证融通教学资源匮乏等问题，本文从

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精准对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的设计、课程体系的优化、教学平台的数智化建

设以及“数智化”双师型师资的培养五个方面，为课证融通的推进提出了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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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certificate integr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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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alent training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jors and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ese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a green and intelligent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alent training pla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the certificate of X professional skill level, the weak execution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to the 
course-certificate integration, and the lack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of course-certificate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promoting the course-certification integration from 
five aspects: adjusting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designing precise vocat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 
course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ng a digitalized teaching platform, and cultivat-
ing “digitalized” dual teache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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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黑龙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1]，随后多次对新质生产力

发展进行指导、部署。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

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

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

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

人才”[3]。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类型教育，在适应区域产业布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推动科研创新转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人力资源供给和技术积累及应用等关键作用。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学校“学历证

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以下简称“1 +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正式启动。“1”即学历证书，

是学生在职业院校完成职业专业技术技能教育合格后所取得的文凭，具有基础性和主体性的典型特征，

这是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X”即若干不同类型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学生在相关专业所

获得的实际职业技能资质的证明，反映了学生职业技能、职业素质、新技术技能教育与拓展等方面的程

度与水平，预示着学生职业发展的可能性[4]。“课证融通”是指依照职业岗位技能要求及职业鉴定标准

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建设，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融入职业岗位所需的职业素养、知识背景及技术技能，使

教学过程与生产工作过程有机衔接，最终实现课程教学与职业技能鉴定的高度融合[5]。“课证融通”是

“1 + X 证书制度”的延伸，是课证融通实施的落脚点，融通的是 X 证书所对应的学生职业岗位的技能

和职业素养水平。 
本文以高职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为例，从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精准对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的设

计、课程体系的优化、教学平台的数智化建设以及“数智化”双师型师资的培养五个方面，为课证融通

的推进提出了实施路径。对课程体系进行“课证融通”改革，做到专业与产业需求、职业岗位对接；专业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强调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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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能力、开展前沿技术课程的实训实践；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拓展学生就业渠道；职业

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培养学生适应生产技术、生产资料变革的能力。以期满足职业教育为社会输送具

有实用技能、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持续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养生

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的排头兵。 

2. 高职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课证融通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入度不高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以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应用能力为主线的指导性方案，体现了专业教学标

准各方面要求，全面覆盖了专业职业面向、就业方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等多个方面[6]。目前，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尚处在“1 + X”证书制度探索阶段，人才培养方案仅在行

业职业岗位群分析中涉及了职业资格证书内容。如环境监测员岗位均对应了水样采集工、检测分析工、

环境监测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证书内容。但在课程体系设计时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的范围较少，针

对水样采集工、检测分析工、环境监测工程师缺乏系统的对接课程，缺少人才培养目标与 X 技能等级

证书要求的融通。因此，人才培养方案缺乏对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全面规划，课证融通有待进一步深

化细化。 

2.2. 课程教学对课证融通的执行力不强 

课程教学是课证融通得以真正落地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链对接的重要载体。

课证融通要贯穿于教学环节的全过程，包括教学目标确定，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均应围绕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的等级要求来进行设计。同时，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设置应根据 X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对应的操作要求对教材进行合理的重构。另外，教学活动、实习实训和教学评价等均应结合 X 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要求来优化调整。目前，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在某几门课程教学上进行了课证融通探

索，如《环境监测技术》重构了课程内容，按照环境监测工的工作内容将课程调整为五个项目：有色职

院污水排放监测、有色职院实训楼有害气体监测、有色职院校园噪声监测、有色职院土壤监测、有色职

院综合环境监测，体现了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级要求。然而，个别课程的改革远远达不到整个专业的

课证融通要求，现行的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课程教学仍亟待进一步优化。如基础化学、环境微生物、大气

污染治理技术、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等专业课程仍倾向于知识体系的构建，理论化教学，实践教学权重

仍需提高，无法与产业链升级对接，导致整个专业课证融通的执行力不强。 

2.3. 课证融通教学资源匮乏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理实一体性较强，专业核心课程基本一门对应至少一类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但

在课证融通教学上因教学资源不足，导致课程教学与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呈现“两张皮”现象。教学资

源包括硬件、软件两方面。硬件上，目前专业仅有两间实训室：环境监测实训室、水污染治理实训室，主

要开展满足课程教学标准要求的实训项目，缺少与企业合作共建，导致学生实践项目与最新产业链需求

的匹配度不高；软件上，目前专业教学资源内涵建设力度不足，有些课程仍未依据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相关标准进行资源开发，导致了教学资源较为单一，多倾向于知识性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较

少。高职院校办学经费比较紧张，虽然教学资金对课证融通方面建设有所倾斜，但资金投入有限，远远

达不到课证融通平台建设的所需资金要求。如缺乏 VR、AR 等智能化体验式平台，学生无法通过“身临

其境”感受各个工种的实际操作过程。软件上，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力度不足。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

下，教师应首先适应产业变革对专业知识体系及技术技能要求的变化。数字环保的飞速发展、双碳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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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使得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产业链在数智化程度上进行了提升。而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大部分教师背景

相对单一，在企业一线工作经历较少，学院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机制不完善，导致专业教师在课证融通

教学实施中力不从心，制约了专业内涵建设。 

3.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课证融通实施的有效路径 

3.1.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人才培养目标应适应产业需求变化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全要素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形成与之相适

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要素，他们不仅应拥有专业技能和知识，

还应具备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力。《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

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 2 号)指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教育思想、

观念改革为先导，以教学改革为核心，以教学基本建设为重点，形成能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

色鲜明、高水平的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7]。这里的“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强调了学生技术

应用性能力的培养，强调了通过教育促进高端人才培养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要

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还应培养学生具备丰富的知识结构和新型生产工具的操作技能。 
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

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8]。为更好地服务于数智化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链，也就意味着高职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围绕数智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来构建。增加学生

数字化生态相关必修课程，如《数字环保基础》《碳排放权交易实务》《环境工程 PLC 技术》等，提高

学生对数字化生态产业前沿知识的认知水平，匹配最新岗位技能进行有效的课证融通，为我国生态现代

化建设输送高质量的数字化生态技术技能人才。 

3.2. 精准对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确定课证融通建设课程 

根据 1 +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平台公布的证书信息，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对口技能证书有 57
种。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职业面向、岗位需求以及与专业课程内容的融合度，筛选出契合度较高的等级

证书，见表 1。 
 

Table 1. Profess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s and matching courses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jor 
表 1.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对接课程 

序号 证书名称 对接课程 典型工作任务 

1 环境监测采样员 基础化学、环境监测 水、大气及土壤现场取样、制样；现场样品的

及时性快速检测 

2 环境监测工 基础化学、环境监测 水、大气及土壤样品检测及检测数据的处理、

分析，编制环境监测报告 

3 污水处理工 水污染控制技术、环保设备的运

营与维护 
污水处理设备的操作，污水处理工艺运行与管

理，污水处理厂运行日志的填写 

4 环境工程工艺设计员 
环境工程制图与 CAD、水污染

控制技术、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固体废物处理技术 
水、气、固废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工艺方案设计 

5 环境工程施工员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环保设备的

运营与维护 环境工程施工组织，环保设备的安装 

6 环境管理员 环境管理与法规、环境规划与管

理、环境影响评价 全面协调及管理生产企业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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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课证融通课程体系优化路径 

基于课证融通课程体系的构建要求，提出了“三位四层级”的课程体系优化路径。“三位”指以满

足环境工程技术专业操作岗位、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为主线，以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中心链，将相应

的证书考核内容及技术技能融入课程内容中。“四层级”指按照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

展课程、专业实践课程对课程体系进行分级，使得学生通过基础课入门、核心课夯实、拓展课提高、实

践课应用的路径，逐步提升职业技能水平，见图 1。 
 

 
Figure 1.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course system for integrating courses and certificates in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jor 
图 1.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课证融通课程体系优化路径 

3.4. 提升课程融通教学平台的数智化水平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职业教育具有数智化特征，教学平台建设时要充分体现高智能化、平台化、共享

化特征，形成“线下课程 + 多媒体平台”的新形态课证融通教学平台。形式上，可进行融媒体展现、智

能互动、实时内容更新、评价体系数据化管理等，融合视频演示、闯关检测、VR 与 AR 技术等，充分体

现教学资源的数智化特点，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及效果。如《水污染治理技术课程》依据课证融通

要求，进行了“三中心、一场馆”的教学平台一体化设计，主体架构为课程中心、专业技能训练中心、污

水处理职业技能等级测评中心，污水处理厂博览馆。课程中心以课程理论基础及职业素养养成为主，专

业技能训练中心以实习实训为主，污水处理职业技能等级测评中心以污水处理职业技能考核内容为主，

污水处理厂博览馆以各类污水处理实例为主。污水处理职业技能等级测评中心对考核数据实时采集并存

储，课前教师将考核数据与污水处理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技能标准平台数据融合对比，分析学生对职业

技能的掌握情况，后续进行针对性教学。同时，教学平台应用大数据技术针对每位学生的技能弱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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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题库的推送，达到个性化训练的目的。 

3.5. 重视“数智化”双师型师资的培养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正进行数智化转型，通过大数据、云原生、微服务、API、
低代码/零代码、信息安全等前沿技术构建生态环境数智化基础技术底座，实现生态环境大数据汇聚及治

理、生态环境各种应用场景的快速开发和随需应变。在此背景下要高效推进课证融通的步伐，对保证课

证融通落地的师资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努力向“双师型”标准靠近，更要不断提高“数智化”知

识技能素养水平。 
为建设“数智化”双师型师资，学院可以以“数智化”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为核心，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的方式，构建“一核两翼”的数智化双师型师资建设模式。一核是指以本校教师团队为核心，采

取内外兼修的方式提高教学团队教师的素养。内修指学院可鼓励并支持教师获取环境专业工程师证书，

如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注册环境保护工程师等，促进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水平。外修指教

师定期跟岗实践、进修访学、行业培训及研讨会等，更新产业背景知识，提高技术技能水平，适应新质

生产力发展下生态环境数智化转型的变革。两翼是指“学生走出去”、“专家请进来”对“数智化”双师

型师资建设进行补充。学生通过参观、实习、实践等方式去生产一线，深度与奋战在一线的环境保护专

家、环保能手、技能高手面对面指导交流，获取实践经验。学院可通过“校企合作”、“政校合作”方式

引进新质企业、生态环境部门的工匠能手、技术人员、数智化环境监管及监测人员进校，以最接近生产

一线实景地实现精准化教学，见图 2。 
 

 
Figure 2. “Digitalization” dual-qualified teacher construction model for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jor integrating courses and certificates 
图 2.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课证融通“数智化”双师型师资建设模式 

4. 结论 

课证融通的实质，是将常规学历教育与职业能力的培养融合互通，具有较强实践性、前瞻性，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产业变革提供了高素质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环境工程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产业的一部分，表现出了数智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在高职环境工程技术专业推进课证融通建设，

既有利于实现教育和生态经济产业的优化融合，又有利于专业教学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

建设产业持续输出新质生产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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