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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X 证书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下如何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校教务处、专业、企业三方

紧密联合，推进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使用，带动推进专业优质网络课程群建设，带动深化书证融通工作，推动校教务处对

学习成果认定及转换工作。1+X 证书和学分银行书证融通的达到创新育训结合、产教融合等多重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实现专

业知识与实践工作能力的提升，实现院校育人效果的提升。

Abstract: How to cultivate composite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under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and credit banking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Through the close collaboration of the school’s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majors, and enterprises, we will promote the 
use of the lifelong education credit bank platform,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online course groups,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and conversion of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school’s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The integration of 1+X certificates and credit bank certificates achieves multiple educational models such as innovati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tegration,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etc.,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work abilities,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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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继续教育，最终目的都是给受教育

者创造更好的生活，创造更多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和机遇，

教育的本质要求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

长远发展。职业教育以职业生涯为导向，从关注在校生毕业

后的工作岗位逐渐转变为职业生涯 [1]。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

科技进步的需要，继续教育是提供给在职人员更新知识和专

业技能的再教育，能够进一步提升学历和创造力，以适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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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需求 [2]。

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专业课程

来自职业岗位或岗位群，就业面向职业明确；通过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方式实施。继续教育是专业技术人员

知识更新和能力提高的高层次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2 研究背景
2.1 高职教育与继续教育的差异性

教学体制、教学模式、培养对象不同。继续教育主要针

对已经工作的成人做学历的提升和职业技能提升，人员地域

分散、年龄结构跨度大、行业和领域背景差异较大，要充分

考虑教学的冲突性和协调性，为了方便教学主要以网络教学

为主。利用开放大学成熟的网络化教学和管理资源，达到随

时随地远程教学和学分银行兑换，实现教学分离的人才培养

模式，使得受教育者随时随地，人人可学可考。继续教育的

主要宗旨是培养成人继续教育转向终身教育的理念。

高职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高中毕业生或者中职的应届毕业

生，采用集中在校园脱产全日制的授课模式，课程主要包含

公共课、专业课、实训课、顶岗实习 [3,4]。高职教育主要培

养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和较强的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应用技

术人才，遵循“立德树人、经世致用”原则。

2.2 高职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趋同性
有别于全日制本科教育的学术理论的教育宗旨，继续教

育和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都趋于相同，在以市场

和岗位为导向的专业设置下都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了

提高就业率，专业设置需要紧跟时代变化，根据市场、行业、

岗位的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评价、教师队伍

机构和人才培养方案。

在注重理论学习和知识积累的同时要注重岗课赛证的融

通以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为了服务

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继续教育和高职教育要本着培养出动

手能力强和知识扎实的高素质、高水平的新时代应用技术型

人才。

学习期间注重对学生实操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养成，即提

升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培养输出一批高素

质、高水平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从而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需求。

3 研究意义
3.1 教学形式互补

继续教育主要是远程教育，线上教学为主，线下教学为

辅，保证成人学生工作的同时随时随地可以碎片化学习或者

完整学习。随着 1+X 证书和学分银行的开展，继续教学的

形式逐渐和高职教育紧密互补，通过考取 X 证书来兑换相

对应的学分，继续教育的教学灵活度得到较大提升。高职

教育主要还是传统的课堂教学和理论知识输入为主，并搭

配动手实践的教学占比，以达到学以致用，理论融入实践。

随着岗课赛证创的流行，高职教学形式丰富化和多样化，学

生的理论、思维、动手、创新都得到较大提升。随着网络教

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网络资源的进一步丰富，继续教育和高职

教育在教学形式上，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融合度越来越高 

效紧密 [5]。

3.2 教学资源互通
继续教育和高职教育的教学资源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和

互通性，各自有一定的特点和优点。一方面，继续教育经过

长期的发展，有较为完备的教学体系和远程网络学习和教学

资源，公共网络教学资源可以补充给高职教育，推动高职教

育的翻转课堂，提高高职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

伴随着 1+X 证书制度和学分银行的发展，高职教育的实训

考证等教学活动可以有效的补充给继续教育，以提升继续教

育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转换学分。两者的不断完善有效的互相

促进和相互补充，对人才进行对方位和多角度进行教学和培

训，提高继续教育和高职教育的资源共享和互补作用。

4 书证融通
4.1 软件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负责导入学员信息和成绩，提交学习

成果学分转换方案、敦促并审核学员学习成果登记和转换工

作。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合作企业协同合作，建设书证融通

的课程资源，负责制定证书成果学分转换办法，向广东终身

教育学分银行备案。具体方案如图 1 所示。

图 1 软件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方案

4.1.1 依托慕课平台
即将从事云计算岗位的社会人员、软件应用开发学习者

都需要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和扩展性较高的在线开放学

习平台。广东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对接的慕课平台，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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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自身的网络教学平台，优选人流量高、稳定可靠的在线学

习平台。 

4.1.2 制订书证融通学分转换规则
学校教务处完成在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的注册，制定及

认证单元学分和学时学分记录规则。有一定学历证书的学习

者进入专科院校学习，专业设置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跟学习

者学习的课程内容、教学大纲、教学标准相似度达到 80%

以上，其所学的成果可以认定和转换为对应专业的相应学

分，并制定学校的学分认定和转换细则规定。

4.1.3 开发书证融通课程资源
通过制订好的学分认定细则表，与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构建新的课程资源体系与课程资源。课程资源上

线在与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的在线课程服务平台。

4.1.4 推进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
推进学生添加学习成果。学习者在个人学习账户中添加

学习成果信息和考取的 X 证书信息，申请学分认定和转换。

认定学习成果。合作企业和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作为培训评价

组织依据书证融通学分转换规则，审核学习者材料，认定

学分。

推动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工作需要与行业紧密结合，通过

引入资深企业深入研究关于 X 证书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要

求，针对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技能水平和职业技

能的对应，根据行业、市场和岗位对专业进行定位，对专业

资源进行规划。根据大数据和云计算岗位的就业需求，将云

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证书技能标准内容加入计算机网络专

业的课程体系中进行下一步的建设。专业课程重组、课程内

容优化、教材更新、教学内容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升级，促

进紧跟行业风向标和就业岗位需求的条件下，专业技能标准

认证与课程内容的深度融合，促进“1”个毕业证书和“X”

技能证书的有效融通。

4.2 实施方案
基于广东省现有学分银行的政策文件、广东省终身教育

资历框架、1+X 证书制度，与通过查阅继续教育与职业教

育互相融通的已有文献以及本校继续教育的人员构成，相关

研究资料进行结合，形成对本校进行继续教育的学员基本资

料与框架体系。

继续教育生源差异化较大，生源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术

能力不同，而高职教育的生源学习意愿程度不同，需要进行

继续教育和高职教育相融合。根据生源特点对学生进行分

类、个性化制定专业学习方案和人才技能培养方案，形成灵

活的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含了继续教育、插班

学习和实践实操多种人才培养方式。

通过推进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的使用，带动深化书证

融通工作。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深度合作开发了双方高度

认可的软件应用开发 1+X 证书，合作开发了证书系列教材

和课程资源，对构建书证融通的课程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能在学分银行平台轻松建立学习成果与 X 证书的转换

规则。

通过推进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的使用，推动校教务处

对学习成果认定及转换工作。校教务处在推进“软件应用开

发”X 证书与课程学习成绩的互相认定与转换工作中，逐步

建立其他学习成果与课程的转换规则，进而打通整个学校的

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工作。

4.3 加 强 1+X 证书师资团队建设
打造高质量的教师团队才能保证教学内容和 X 证书实

现课证融通。根据各个阶段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不

同，给教师制定不同的教学标准和培训计划，教师要熟练掌

握相应课程的对应技能和岗位技能以及X证书的考证技能。

校企联合进行开展对教师职业能力的提升培训，“下企业”

和教师培训，促进教师的理论更新、技术能力、动手能力的

提升，以提高教师的整体专业素质，促进学校的有效发展。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兼职教师的聘任和管理，对教学团

队的教学能力、专业技能、创新能力进行有效提升，学院要

引进行业的专家教授以及资深工程师对本专业的教学团队

进行有效的补充。

5 结语
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加强校企合作和培

训工作，伴随着 1+X 证书的开展实施使得继续教育和高职

教育的需求无缝接轨。1+X 的有效开展不仅可以为国家培

养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国家的行业转型升级的做保障，

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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