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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1 + X”证书制度是职教20条中的一项重大改革与创新策略，它为职业教育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发展

方向。本文旨在将“1 + X”制度的优势同职业教育育人模式相结合，促进职业教育校企育人积极转变，

创新发展路径。本文首先分析当前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基于“1 + X”证书制度的优势，

分析“1 + X”在中职人才评价体系中的具体运用以及“1 + X”在具体运用中的途径和方法。为优化职业

教育人才评价机制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与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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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s a major reform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in 
the 20 articl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has brought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to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the “1 + X” system with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6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6
https://www.hanspub.org/


王红秀 
 

 

DOI: 10.12677/ve.2025.141006 46 职业教育发展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enterprise education, and innovate development path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
isting in the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n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
cation of “1 + X” i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tal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1 + X” in specific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Provide val-
uable reference basis and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optimizing the talent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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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方面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传统的职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2019 年，国务院发布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规划自该年起，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即“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1]。2019 年教育部等印发《关于在院

校实施“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2]《关于推进“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3]等政策文件，对“1 + X”证书具体规范和实施内容进行了详尽说明。在此背景下，“1 
+ X”证书制度应运而生，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1 + X”证书制度框架下，“1”特指学历证书，作为学生圆满完成学业的标志性证明，它全面且

深入地体现了教育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质量与成效。而“X”则涵盖了多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些证

书不仅证明学生在掌握扎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具备了相应的职业技能，而且映射出职业活动对个人

能力的实际需求以及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综合潜能。 
本研究以“1 + X”证书制度在“职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的应用研究”为题，旨在深入探讨“1 + X”

证书制度在职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中的具体应用，分析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通过本研究，期望能够为完善职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求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中职教育评价体系是对职业教育质量进行全面评估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学

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下是对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综述。 

2.1. 关于如何建立新时代事业教育评级体系及制度的研究 

申文缙，周志刚(2015)认为，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制度不系统、评价理论不完备、社会支持不到位等问

题，需要借鉴西方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树立科学的职业教育发展价值观，继续完善职业

教育评价法律制度，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等，努力形成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体系[4]。 
黄慧蓉(2020)提出，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与考核主要由三方共同完成：德国职业院校、德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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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德国企业。德国“双元制”模式以其客观、公正、规范的考核评价体系为保障，培养与考核相分

离的考核办法，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学生通过考试后，经考试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发给结业证书，使岗位

证书更具权威性，能够得到企业和行业的认可，学生就业后的薪酬待遇也与岗位证书紧密相关[5]。 

2.2. 关于课程内容评价标准的研究 

麻灵、袁苗达(2023)提出，德国职业教育实践性课程评价是根据《职业培训条例》规定的职业标准制

定具体职业的技能框(ARP)，形成课程内容基本标准，参与“双元制”的企业会按照此标准的要求开展评

价，评价形式一般为笔试和实际操作两种，以后者成绩为主。在进行评价时，评价人员主要采用观察、

提问以及成果展览等手段，来考察学生是否具备独立完成作品(或任务)的能力，并据此评估学生的职业技

能掌握程度。与此同时，各大行业协会还需对实践性课程内容、教材以及相关的参考资料进行严格审查，

以确保学生所学的内容能够切实满足企业对于职业技能标准的实际需求[6]。 
陈玉仲，余强(2024)分析了建构市域中职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明确评价指标、建立教育质量反馈

和改进机制、加强评价结果运用、不断优化评价方式等措施，以助推中职教育评价连续、系统地开展[7]。 
覃朝业(2023)分析了职业教育评价质量体系存在的问题，论述建构“多元性、过程性、可视化”评价

体系的原则、方式、具体实施和改建策略[8]。 
综上所述，国外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强调多元主体评价，加强行业企业参与，大力发展第三方评价

机构同时还特别注重实践能力考核，加强多方面的监督和反馈机制。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在不断发展和

完善，学习西方先进的职业教育评价机制，不断补齐自身发展短板，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不同的学者

专家在完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上不断展开研究。 

3. “1 + X”证书制度在职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中的具体运用 

3.1. “1 + X”证书培训内容与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相衔接 

在职业教育中，需妥善协调“1”与“X”之间的关联，其中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之间存在

着紧密的衔接与融合关系，而书证的高度融通正是“1 + X”证书制度的核心理念与精髓所在。X 证书不

是独立于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之外的，是将证书培训内容融入学历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中。如果专业内容能

够涵盖证书培训所涉及的内容，那么将不再设立“1 + X”证书培训，反之，如果专业内容不能囊括所有

培训的知识，那么“1 + X”证书的培训需要将专业授课内容以外的知识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时候进行补

充和强化。 
“1 + X”证书的培训内容与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实现了无缝对接，确保了证书与课程之间的相互衔接

与深度融合。例如，在计算机应用专业中，可以将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考核内容与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

教学内容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同时，也能够为计算机等级考试做好准备。 

3.2. “1 + X”证书与学历教育内容统一标准、同步实施 

职业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内容同步展开，充分实现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和资源共享，统筹安排教学内

容、教学的场所、教育培训人员等内容的协调统一[9]，保证证书培训和专业教学过程相统一，保证知识

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确保“四实”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即实理、实习、实训、实战的顺利实施，以

此提升人才的知识储备及整体质量。 
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标准，制定相应的职业教育人才评价标准，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

公正性。例如，在电子商务专业中，可以根据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标准，制定相应的电

子商务专业人才评价标准，包括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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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 + X”证书和学历教育专业考试评价统筹安排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实现精准对接，X 证书的培训内容与学历教育专业课程深度融合，

同时培训过程与专业教学过程被统筹安排。这一体系下，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

果能够相互转换：持有学历证书的学生在参加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时，可享受部分内容的免试待

遇；而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学生，则可按既定规则兑换学历教育的学分，进而免修相应的课程或模

块。这一互通互换机制不仅推动了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合，还促使国家“学分银行”的建

立，为构建国家学历资历体系奠定了新的基石，同时也为学生的综合评价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考试评价中也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例如，在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中，可以采用过程性评

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评价。过程性评价涵盖了学生的

多方面表现，具体包括在课堂上的表现、作业的完成情况以及实验操作的能力等。终结性评价可以包括

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成绩等方面的评价。 

3.4. “1 + X”证书和学历教育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校企协同育人是职业教育新的发展方向，通过企业与学校的协同合作，让整个育人系统发挥更大的

效应，同时也有利于处于系统中的企业、学校和学生等主体。因此企业与学校不仅需要平衡双方利益，

而且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协调处于二者之间的各个要素，使得企业与学校融为一个整体，强化

二者在人才、技术、硬件设施和活动机制的建设，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在应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时候，

能够及时作出反应，达到校企协同育人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外部对人才市场的需要保持动态的平衡，适应

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10]。保障和推进企业和学校人才培养协同合作的有序进行。 

4. “1 + X”证书制度在职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中的运用方法 

4.1.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过程性评价关注的是活动实施的程序和活动本身，以确定教育或培训的过程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是一个监督和改进教育或培训过程的方法，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努力程度、进步情况、学

习策略等方面，过程性评价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利于教师调整教学策略和学

生改进学习方法提供依据，旨在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终结性评价则衡量的是教育影响下的学习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以帮助我们确定目标达成程度，

通常在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重点评价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及最终学习成果。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是相互关联的，二者相互结合可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过程性评价能够为终结性评价提供

丰富的过程信息，使终结性评价结果更具说服力；终结性评价可以对过程性评价进行一定的总结和验证。 
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可以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职业技能水平。 

4.2. 多元化评价主体参与 

“1 + X”证书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效果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学校教学人员、企业、学生主体、社会

人员包括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等，共同参与“1 + X”证书在职业教育组织、评价过程。社会、整个专业

行业、学校参与制定评价标准和考核内容，保证证书的社会认可度和评价内容的全面、客观和公正，同

时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4.3. 质性评价和量化评价相结合。 

“1 + X”证书制的实施需要考察试点职业学校的运行实效，将学生的培训成绩和技术技能表现综合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6


王红秀 
 

 

DOI: 10.12677/ve.2025.141006 49 职业教育发展 
 

起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能更加全面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仅仅依据证书或者成绩不能作为评估学习成

效的唯一标准。将质性评价能够更好地评价学生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

力，而量化评价则更突出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实际能力，对于学生的能力和表现，既要有质性的描述，也

要有量化的数据支持，比如证书的获得情况。通过将质性评价和量化评价相结合，评价学生的表现和能

力则更加可靠。 

4.4. 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应用 

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应用是指在评价结束后，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和教师，并将评价结果应用

于教学改进和学生发展规划中。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应用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5. 结论 

“1 + X”证书制度在职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证书与课程的融合、评价

标准的制定和评价方法的创新，可以有效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1 
+ X”证书制度的实施也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形成合力，为职业教

育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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