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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为了顺应社会应用型人才需求发展趋势的内在变化，更

好地服务地方产业，本文以职业岗位为导向，依据国家职业标准，从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考核

评价三个方面，探索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认证有效衔接的工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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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各行业对应用

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职业教育的支柱作用也

越发凸显出来。为了适应社会人才市场发展趋势

的内在变化，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中提出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对接”的要求 [1]。同时，从政策上积极引导高职

学生通过学习取得专科学历证书和本专业内相关

工种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天

津市充分利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区位优势，

加快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职业院校专业

人才培养需要顺应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确立更

明确的培养目标。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学院”）以本地区经济发展为契机，以服

务地方产业为根本，积极探索以职业岗位为导向，

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构建机电专业课程体系

和职业资格认证相互融合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提升机电一体化专业建设水平。

1 建立机电专业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

认证有效衔接的工作路径

高职院校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地区经济的发

展，培养出面向地方企业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

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随着地方装备制造业发

展水平越来越高，对高职学生所具备的技能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具有鲜明专业特色、具备

一定技能操作水平，获得对应工种职业资格证书

的人才。为此，学院机电专业积极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探索专业技能与岗位能力有效衔接的

方法，优化课程内容，调整专业课程体系，把取

证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强化学生技能训练，

使机电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符合本行业岗位的实际

需求 [2]。毕业时，学生可获得双证书，增强了择

业竞争能力。本专业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认证有

效衔接的思路是：以职业岗位为导向，以国家职

业标准为基础，建立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认证标

准的衔接；以职业技能为导向，以模块化课程内

容为基础，建立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认证要求的

衔接；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基于工作过程的课

程考核为基础，建立课程考核评价与职业资格认

证考核标准的衔接。

总之，专业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认证的衔接

就是将职业资格认证的具体要求体现在高职院校

的专业教学中。专业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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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具体化，其与职业资格认证能否有效融通，

关键在于能否将对应工种的考核点融入到具体课

程的知识点当中，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

2 机电专业课程标准与国家职业标准

的衔接
2.1 机电专业职业面向

依据 2018 年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征求

意见稿），机电专业主要培养能掌握本专业知识

和技术技能，面向装备制造业、金属加工、机电

设备维修业的设备操作和设备维修等职业群，能

够从事自动化产线的维保、工业机器人操作、机

电一体化设备生产管理、销售和售后技术支持工

作的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 [3]。

根据京津冀地区产业升级的实际需要，学院

围绕装备制造类企业对机电行业岗位的新需求，

对机电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本

专业主要面向自动化设备制造和应用企业，在机

电一体化技术及工业自动化技术领域，从事机电

设备操作、调试、维保和现场技术支持，以及机

电产品的品质管理、机电产品技术改造等工作。

学生经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后，可

以根据就业意向考取维修电工（三、四级）、装

配钳工（三、四级）等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2.2 国家职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的内在联系

国家职业标准是推行职业资格认证的基石，

是实施职业技能鉴定和教育培训的保障，是依据

中国职业分类大典，按照工作岗位从事的具体内

容，对从业人员综合能力水平的标准化要求。课

程标准是涵盖某一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和实

施建议的教学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是课程目

标，它包含职业知识、技能和素质三个方面的内

容。

课程标准指导职业院校专业教学全过程，它

是国家职业标准与高职学历教育相融通的纽带。

具体地说，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规范了职业岗

位能力培养的具体实现要求，它与国家职业标准

的制定过程是相通的，把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

职业素质与对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联系起来，将国

家职业标准融合到专业课程标准中。

2.3 本专业课程标准与国家职业标准的衔接

2.3.1 职业岗位调研

为了能够更好地以职业岗位为导向，以职业

技能为基础，实现国家职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的有

效衔接，课题组于 2016 年 10 月 -2017 年 5 月先

后到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蒂森电梯（中

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采埃孚（天津）风电

有限公司、天津普信模具有限公司、天津市北方

阀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天津菲斯特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天津椿本输送机械有限公司、天津中晟

达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对相关岗位人员

进行了走访摸底，并对本校最近三年机电专业毕

业生的岗位核心能力与专业核心课程匹配度等问

题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表明，适应于本地企业

的本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岗位（群）主要包括：机

电产品设计和零件加工工艺编制、机电设备维修

和维护、普通机床和数控机床操作、机电产品营

销、自动生产线装调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2.3.2 专业调研

为深入全面了解国内高职院校机电专业的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等情况，课题组于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6 月先后到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天津职业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

学、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等 8 所学校对机电专业课程体

系及其课程标准进行了深入学习和调研。经过研

讨，在确定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依据

国家职业标准，以岗位职业技能为核心将职业技

能目标分解细化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

标，根据这三个目标确定本专业课程中的课程目

标 [4]。

2.3.3 实现本专业课程标准与国家职业标准

的对接

基于本专业企业人才需求、岗位技能要求及

生产过程技术要求的调研结果，课题组对本专业

工作岗位、任务和职业能力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

析，确定了本专业的职业面向和人才培养定位目

标。如表 1 所示。

经综合分析本地区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分布

情况，确定了本专业核心岗位（群），针对具体

岗位的工作任务，对国家职业资格标准进行全面

分析整理，确定了适于本专业的核心职业能力。

本专业的课程目标是知识、技能和素质三大目标

的有机统一，它是连接国家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和

高职学历教育标准的桥梁。课程目标规范了本专

业核心职业能力的具体要求，与国家职业资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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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准是统一的。实施过程以讲授知识、培养技

术能力和提高职业素质为目的，与国家职业资格

认证标准相对应，将其分解融入到机电专业课程

目标中 [5]。通过机电专业课程目标与岗位职业能

力的对接，实现了机电专业课程标准与国家职业

标准的有效衔接。
表 1 岗位职业能力与专业课程目标的对接

核心
岗位
(群)

工作任务

职业资格
标准

（核心职业
能力）

课程目标
知识、技术、素质核

心能力

职业
资格
证书

机 电
设 备
操 作
( 机
械 零
部 件
生产)

机械绘图
和识图；
机械零件
测绘；
零件加工
工 艺 编
制；
使 用 普
通 / 数 控
机床加工
机 械 零
件；
机械零件
钳 工 维
修；
机械零件
质 量 检
验。

能够进行零
部件测绘；
能够编制零
件 加 工 工
艺；
能够使用机
床和工量具
进行机械零
件的加工及
检验；
能够进行机
械 产 品 装
配。

知识要求：
掌握绘制机械图、
电气图等工程图的
基础知识；
掌握电工与电子、
液压与气动、传感
器与检测、电机与
拖动、电气控制技
术与PL C的专业知
识；
掌握典型机电一体
化设备的装调、检
修，自动化生产线
的运维等机电综合
知识；
掌握数控机床编程
和机加工的相关知
识。
技术要求：
能 识 读 各 类 机 械
图、电气图，并进
行计算机绘图；
能选择和使用常用
仪器仪表和工具，
能进行常用机械、
电气元器件的选型；
能操作数控机床加
工零件；
能进行机电一体化
设备的安装、编程
和调试及故障诊断
和维修；
能对自动化生产线
进行运行管理、维
护和调试。
素质要求：
具有合格的政治素
质；
具有良好的公民道
德与职业素质；
具有健康的体魄、
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具有一定人文、科
学素质。

制图
员
数控
车工

生 产
线 运
行 维
护 (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与 调
试)

自动化生
产线机械
和电气系
统装调及
维护；
P L C 安
装、编程
和调试；
机电设备
的液压和
气动系统
安装与调
试；
机电设备
系统进行
局部改造
与升级。

具有查阅技
术资料的能
力；
具有分析自
动化生产线
系 统 的 能
力；
能够对机电
设备进行装
配与调试；
具有对设备
机电液气系
统的综合调
试能力。

维修
电工
装配
钳工

机 电
设 备
维 修
与 售
后 技
术 服
务

机电设备
配件选配
与管理；
电气线路
故障诊断
与维修；
液压气动
回路的故
障诊断与
维修；
机械拆装
和电气部
件排故；
机电设备
故 障 检
修。

具有查阅技
术资料的能
力；
熟悉典型设
备的结构特
点；
能够对常用
机电设备的
故障进行诊
断与维修；
具有与客户
沟 通 的 能
力。

维修
电工
装配
钳工

3 机电专业课程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

的衔接
3.1 高职专业课程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融通

模式

高职专业课程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融通模式

通常有两种：1）一证多课融入模式，即把一个

属于综合性较强工种的职业资格认证按照考核内

容的要求分解融入到多门课程的教学中。2）一

证一课对应模式，即把一个属于专业性较强工种

的职业资格认证考核内容的全部要求对应到一门

课程的教学中 [6]。

国家职业标准具体描述了行业从业人员应该

具备的职业能力，规范了行业从业人员技术能力

的要求。国家职业标准包括职业功能、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根据以上 4 点要求，将专

业课程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进行对接，使得高职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能够凸显职业技能，如图 1 所

示。

图 1 专业课程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对接模式

3.2 机电专业课程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的衔

接

3.2.1 分层递进式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机电行业工作岗位知识、技能和素质的

具体要求，构建本专业课程教学模块。以职业岗

位能力为核心，确定本专业课程教学模块的具体

知识、技能和素质；同时，在本专业课程教学模

块中增加或融入国家职业标准中的相关知识和技

能要求，重新解构课程内容，实现本专业课程内

容与国家职业标准的有效衔接。

机电专业不同工种的国家职业标准对应不同

的课程内容，这直接体现在职业知识、技能和素

专业课程内容

核心组成

国家职业标准

工作要求

职

业
功

能

工

作

内

容

技
能
要

求

相
关
知

识

知
识
要

求

能
力
要

求

教
学
内

容

教
学
模

块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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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差异化要求上。因此，机电专业课程体系一

定要依据本行业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配置课程模

块，在分析职业岗位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确定岗

位所需的各项专业能力。遵循教学规律，本专业

课程体系共设置 5 个模块，分别是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职业技

能课。各模块课程功能明确、层次分明，由通识

到专业再到职业，体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

趋势。

3.2.2  以职业技能为导向衔接本专业课程内

容

职业技术能力是专业能力培养的重点，也是

专业课程内容建设的核心，因此应以机电专业职

业能力的培养为基础构建教学模块。即以本专业

职业能力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构建教学模块，

再以职业岗位工作内容为核心，将教学模块整合

为专业课程。同时，由教学模块构成的课程内容

能够不断融入新知识和新技能，培养学生逐渐形

成岗位综合职业能力。

在专业课程内容方面，根据职业岗位能力

分析，结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设置相应的课程及

实践教学内容 [7] 如表 2 所示。本专业课程内容与

职业岗位工作内容相匹配，根据职业岗位工作任

务，按照工作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设置课程

内容。通过分析职业岗位实际需求的职业专项技

能和综合能力，对职业技能进行梳理、总结和归

纳。按照先掌握理论知识再形成职业技能的习得

规律，组织课程内容。以职业岗位工作内容为核

心重构相应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完成三者的统

一。

根据本专业职业岗位能力和国家职业资格标

准的要求，以模块化课程设置来适应职业能力结

构的变化，实现职业资格证书与专业核心课程的

课证融通。①制图员（选取）：机械制图与计算

机绘图；②中级数控车工（选取）：机械加工工

艺与装备 - 数控编程与操作 - 车工实训 - 数控车

床实训；③中级装配钳工（必取）：钳工实训；

④中级维修电工（必取）：电工电子应用技术 -

电机安装调试技术 -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⑤高级维修电工（必取）：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

术 - 高级维修电工技术。

表 2 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工作内容的对接

 3.2.3 依据国家职业标准搭建本专业课程内

容

国家职业标准明确了所在行业各工种的工作

要求。本专业课程内容要将对应工种国家职业标

准中知识、技能和素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考

核点融入教学模块之中，使两者保持完全一致。

为了实现学生毕业 - 就业 - 上岗 - 实操的无缝连

接，还要在课程内容中融入行业的新方法、新工

艺和新技术，使得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8]。

机电专业课程内容与对应工种国家职业标准

的融通，搭建了以职业技能为导向的课程内容，

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框架基础上，达成了两者的有

效衔接。现以专业核心课“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

调试”为例，展示两者具体的衔接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专业课程内容与维修电工（中级）国家职业标准的衔接

职业岗位能力

按图样要求进行较复杂机
械设备的主、控线路配线

及整台设备的电气安装

分析、 检修、排除交流
异步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

及各种特种电机的故障

能够独立进行MGB1420
万能磨床等较复杂机械设

备的通电调试

课程内容

按图样要求进行较复杂机
械设备的主、控线路配线

及整台设备的电气安装

电器元件选用及

配线安装模块

电动机降压启动
和方向控制回路

装调模块

MGB1420万能磨
床控制电路电气

故障检修模块

理论知识教学内
容：识读电气原
理图和接线图；
电动机控制原

理；MGB1420万
能磨床控制回路

原理；

国家职业标准

实践技能教学内
容：设备明暗线
电气接线；电动
机控制回路调

试；MGB1420万
能磨床控制电路

调试；

维修电工国家职业
标准（中级）要求

的技能要求

维修电工国家职业
标准（中级）要求

的相关知识

3.2.3 依据国家职业标准搭建本专业课程内容

国家职业标准明确了所在行业各工种的工作要求。本专业课程内容要将对应

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中知识、技能和素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考核点融入教学模

块之中，使两者保持完全一致。为了实现学生毕业-就业-上岗-实操的无缝连接，

还要在课程内容中融入行业的新方法、新工艺和新技术，使得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8]。

机电专业课程内容与对应工种国家职业标准的融通，搭建了以职业技能为导

向的课程内容，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框架基础上，达成了两者的有效衔接。现以专

业核心课《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为例，展示两者具体的衔接过程，如图 2

所示。

职业

岗位（群）
主要工作内容 职业核心行动领域 专业核心学习领域

职业

资格证书

机电设备

操 作 ( 机

械零部件

生产)

机械绘图和识图；

机械零件测绘；

零件加工工艺编制；

操作普通/数控机床加

工机械零件；

机械零部件维修；

机械零部件质检。

制图员

数控车工

维修电工

装配钳工

自动生产

线运行维

护 ( 机 电

设备安装

与调试)

自动化生产线装调与维

护；

PLC 安装、编程和调试；

机电设备的液压和气动

系统安装与调试；

机电设备系统进行局部

改造与升级。

机电设备

维修与售

后技术服

务

查阅技术资料，机电设

备产品选型；

电气线路故障诊断与维

修；

液压气动回路的故障诊

断与维修；

工业组态控制程序的编

制；

机电设备故障检修。

机械/电气制图与识图

机械零部件测绘

编制零件加工工艺

编制零件加工程序

普通/数控机床操作

机械产品装配

机电产品选型

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

自动生产线装调

PLC 编程/调试

机电设备维修

自动生产线维护

工业组态控制

项目管理

专业基础课

机械制图/计算机绘图

电工电子应用技术

机械设计基础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

专业核心课

机械加工工艺与装备

数控编程与操作

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

电机安装调试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技

术

机床电气控制与调试

工业组态控制技术

柔性生产线安装调试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

试

高级维修电工技术

专业拓展课

机电一体化技术与系统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

生产现场管理

机电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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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电专业课程考核评价与职业资格

认证的衔接
课程考核评价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最后一个关

键节点，用于考察学生对本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

技能的掌握情况，对于评估学生能否达到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9]。学院机电专

业以培养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为主线，结合高

职学生的认知特点，在实行考核评价时按照分层

级渐进式的方式，并结合具体对应工种职业资格

认证考核要求对机电专业相关课程进行考核。

4.1 基于传统终结性考试为主的第一层级考

核评价

这种考核评价模式重点用于检验学生对公共

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考核课程主要

包括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等基础性课程。课程考

核形式仍然以笔试为主，考试内容以课堂上教师

讲授的基础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原理为主。

课程总成绩由考勤、上课互动、平时测验和期末

考试 4 个成绩加权平均而得。另外，专业拓展课

以考察课的形式进行考核评价，多以教师自主命

题形式为主。

4.2 基于实践技能考核为主的第二层级考核

评价

这种考核评价模式重点用于考察学生对专

业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实践技能操作的熟练程

度。考核课程主要包括数控编程与操作、机电设

备安装与维修、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车工实训、

机电实用技能实训等非取证专业核心课和职业技

能课。考试内容以工作任务为载体，考察学生综

合实操能力。随机抽取自建试题库，理论考核内

容占总成绩 30%，若干个实训考核项目占总成绩

70%。实操项目是以技能操作为主，将课内实验

项目或实训模块项目融入课程任务中进行以实际

工作任务来评价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同时

也可评价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实操

项目根据具体课程的要求，包括课内实验、绘制

机械零件图和电气原理图、编制零件加工工艺卡

和数控加工程序、机床实操、编制 PLC 程序、电

动机拆装、明暗线配线和项目设计等考核内容。

这种评价方式强调能力评价、个性化评价和创新

能力评价，能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学生专业技

能的整体状况。

4.3 基于职业资格认证标准为主的第三层级

考核评价

这种考核评价模式是推行以证免考。学生在

课程学习以后，要通过职业资格认证考核，取得

对应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才视为课程考核合格。

这种考核方式有效实现了课证融通，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实操技能水平，深受学生和企业的认可。

考核课程主要包括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高

级维修电工技术、钳工实训和数控车床实训等取

证课。

机电专业课程内容以项目式模块化教学为

主，取证课程的考核以教学模块内容的评价为基

础，建立取证课程考核与职业资格认证考核的衔

接互换模式。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的知识、技能和

素质目标，结合教学模块的组合形成了专业课程

内容，而不同课程教学模块的重新组合又体现了

不同工种职业资格认证标准的不同。因此，取证

课程考核要求学生必须取得对应工种职业资格证

书 , 其实质是通过所有关联课程所包含的教学模

块，形成以基于工作过程和职业资格认证为双轴

的二维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2]。现以“电气控制系

统安装与调试”这门课程为例，体现专业课程评

价与维修电工（中级）职业资格认证的衔接，如

图 3 所示。总之，上述三个层级的课程考核评价

方式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实践，逐层递进，向上

兼容。

图 3 取证课程评价与维修电工（中级）职业资格认证的关系

5 结束语
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认证的衔

前序课程-电工电子应用技术

教学模块 1

三相交流电路

分析模块

………………

前序课程-电机安装调试技术

教学模块 1

电动机方向控制回路

工作原理模块

………………

取证课程-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教学模块 1

MGB1420万能磨床

主电路故障检修模块

………………

考核1
电器元件选用和

线路排故

维修电工（中级）

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示例

评价1
操作过程符合

安全操作规程

考核2
电动机双向运行控制

线路的安装调试

考核3
MGB1420万能磨床

动力和照明电路

工作不正常

评价2
电动机控制电路

接线正确

评价3
MGB1420万能磨床

主电路排故正确

取证课程评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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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是一项较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本文基于调研分

析，建立了课程标准、课程内容和考核评价三个

重要教学环节和国家职业标准对接的工作路径。

同时，必须配置好实施教育教学的软、硬件资源

系统。在国家职业标准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要

积极反馈两者衔接的匹配度问题，建立完善的灵

活调整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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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Electromechanical Major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I Guang

(Tianj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chanics and Electric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internal change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talent demand and better serve 

loc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akes the electromechanical major of Tianj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chanics 

and Electricity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we have established a 

working path that meets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the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with the three aspects 

of curriculum standard,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standards and guided by the professional posts.

Keywords: major curriculum standard; national vocational standards;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conn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