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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与大部制 :公安机关机构改革的协调演进

沈 欣 (20zI)

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的业财融合研究——基于卓越中心的

构建 马鑫蕊 李昊芸 王钰朝等(206)

新业态下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探索——以AN公司为例

吕碧君 赵友萍(208)

企业融资决策中采用金融机构以外融资渠道的纳税筹划分

析                  裴 晋(210)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韦 敏(212)

国企混改中股杈激励的促进作用探究    韩莲莲(214)

互联网云计算平台下的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

刘 洋(216)

基于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管理的探讨    卢 静(218)

试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及协调路径 郑嘉琳(219)

医院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创新路径 张 莉(221)

TRIz理论在公关策划中的应用分析 李彦广 周德胜(223)

研究型中医院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的思考

韩 玮 孙士江 李惠芳(2zs)

多项目下人力资源配置的组织及保障机制研究

牛 宁 虎全胜(227)

核电工程物资数据全流程信息化管理研究  韩若烽(229)

高校访学教师的教学研共同体单元构建实践与探索

李 卫(231)

“
互联网/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创新创业模式研究

陈君榕(2“ )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校园人身伤害事件防范与对策研究
——以文山学院为例         柏华明(23s)

新时代学生党员
“
1+x” 帮挟育人体系的实践与思考——以武

汉交通职业学院为例 杨桂芬 向周朝(238)

大数据背景下广西数字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分析

李 鸳(240)

用品牌企业文化项目引领高职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探讨
——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黄敏雄(叫2)

新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后勤服务育人模式探索
——以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陈 丽(2佴 )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学生核心素养提升路径探索

吴亚东(2佰 )

论党建工作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有效运用

高 瑞(248)

高职高专会计专业税法课程教材建设探索  李巧俐(249)

大数据时代高校大学生管理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高职院校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探索

李 洋(251)

李 霞(29)

以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为导向的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研究 邓玉梅 周水强 张 纯等(2M)

医学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曹笑宇(2ss)

计算机网络技术军地两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探索

庞新苗 易跃洋 陈 昱(257)

新时代高校资产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 旋 许丽丽(2s9)

基于书院导师制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关系构建探索

王 莹 高仕宁 张 凯(“ 1)

职业院校实施
“
1+X”证书的思路与对策   高云婕(262)

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以成都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张 敌 郎松军 张莉莉(2“ )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心理环境的建设与营造  闻 明(265)

基于开放实验室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思考

曹飞章(267)

信息时代高校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韦华清 韦 岑 黄流强等(268)

应用型高校课程考试改革后存在的问题及持续改进策略

何根基 何 雨 刘江成等(270)

高校体育场馆资源的利用与经营管理研究  文 调(271)

新冠肺炎期间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探索

陈 恳(2” )

社会支持视角下的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诸毅超(2⒎ )

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创新策略探索

邹烈刚(276)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郑 晶(2刀
)

应用型本科院校语言服务工作坊的创立与运营

江百萍 -
高校办公室行政管理思路的创犭与对饣】宪

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基层党纽织建设臼:考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纽织力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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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实施
“1+Ⅹ”

证书的思路与对策
云 婕

【内容摘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实施
“1+X”证书试‘点工作后,各类职业院校应当正确处理学历证书备

'∶

能证书等级证书的关系,提 出一系列举措确保
“1+X”证书成功实施,并在各级环节保证证书质量,从 而辰寄

培养的质量,适应社会产业发展需求,为 社会输送优秀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r1+Ⅹ
”
证书;技能型人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高云婕(1982~),女 ,扬 州职业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讲师,硕 士;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实施
“
1+X” 证书的背景

zO19年 国务院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
“
职教 ⒛ 条

”
)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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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证书

制度试点 )工作 ,该制度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

的同时 ,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随着我国经济结

构的不断调整 ,产业结构的换代升级 ,社会亟需大量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 ,“ 1+X” 证书制度能够对接技术发展趋势 ,适应

产业发展需求 ,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 ;“ 1+X”证书制度重在培养人才质量 ,有助于技术技能型

人才提升 ;“ 1+X”证书制度作为学校教育的培养模式和评价

制度 ,意味着学校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重点 ,办学方式

是面向市场、促进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1+X”

证书制度实施的主体是院校 ,但最终是要满是企业需求和个

体就业需要⊙

二、推行
“1+￠ 证书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职业院校在推进现有双证制度时遭遇了新的问

题和矛盾 ,如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提供的证书 目录缺乏新技术

和新工艺 ,培训的内容、掌握的技能明显滞后 ,取得的资格证

书质量参差不齐 ,使用范围小 ,企业不认可。另外职业教育

另一方学习者
“
∞ 后

”
已经成为当前职业院校学生的主体 ,

他们呈现了新的特征:一是
“∞ 后

”
个性化需求不断ξd

我认知强。二是
“∞ 后

”
学习者更加多元化,他们钜臼

地尝试不同的领域 ,无论是知识面还是学习兴趣面杯彐

泛。三是
“∞ 后

”
更加关注产品品质和精神内涵,更注:

以致用。现有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构建的是一种标t叶

固化的教育 ,不符合现有学生的个性特征。因此
“1+Γ i

制度的推广势在必行。

三、正确处理
“

1” 和
“
X” 的关系

“1+X”证书制度中,“ 1” 为
“
学历证书

”
,是指学习:

学制系统中完成一定教育阶段的学习任务后获得实t
教育的学校颁发的文凭。

“
X” 为

“
职业技能证书

”
,是备

者在完成某一职业岗位关键工作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

要的职业知识、技能、素养后 ,获得反映其职业技能水甲

证。学历证书
“

1” 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
X” 是基础与拓

关系,其本质上是一个整体 ,“ 1” 是教育功能 ,具有基0q
体性 ,而

“
X” 是技能功能,具有专业性、向导性、前沿性。

个体职业技能水平的凭证 ,反映个体从事该专业的水平

力 ,技术技能的熟练程度。
“

1” 和
“
X” 不应该是两个并

有交集的体系,而应是相互衔接和互为融合的两体。△

合的好 ,有利于增强学习者的技术技能水平和综合双

质,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常运行离不开物质保障,要为师生提供充足的教学场所、完

善的配套设备以及经费支持。

(二 )利 用互联网,促进多元交流模式。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更加多元化,教学不再只局限于课堂 ,

而是可以通过慕课、腾讯会议 APP,甚至微信、邮箱等进行一

对一、一对多的远程辅导,使教学更加高效快捷 ,且不受时空

的局限。不仅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实现平等对话 ,

多元学习渠道也促进了高效交流,提高了教学质量。

(三 )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所谓研究性学习,是在导师

的指导下 ,设置学习目标 ,采用个性化学习方式 ,合作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习方式能够激发学习动力 ,促进师生

合作,形成师生的良性互动。导师可以根据课题需要开展专

题讲座、学习沙龙、科学实验等项目,带领学生一起探索前沿

问题,与学生分享学习资源,帮 助他们完成学习任务。也可

以师生共同寻找感兴趣的课题 ,充分交流意见,分工合作 ,构

建师生学习共同体。

(四 )加 强学生问责权重 ,完善考核机制。书院导0
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能够有效起到监督作用 ,有利于导冖

生学习共同体的建设。一是要加强学生问责权重。在

师的考核方面 ,要加人并参考
“
学生满意度

”
这一重要刂

提升导师教学的积极性 ,逐渐转变重科研、轻教学的1

二是完善考核周期和考核内容 ,做到全方面、多角度考刂

导师的指导时间、内容、质量等进行量化考核 ,并建立台

奖惩机制 ,对于学生满意庋高、教学质量高的导师给子

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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