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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应对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和调整，职业院校应完善职

业培训和教育体系，从扩大规模向增强质量方面转变，培养

专业技能过硬的高素质人才。同时，让企业实际参与到职业

教育中来，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式探索“1+X”证书

制度实施的路径。

1 制度实施背景

1.1 新常态时期需对技能证书等相关认证体系进行改革

国内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科

技革命对传统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新业态开始涌

现，使得目前所采用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无法满足行业发展

的实际需要。在“放管服”、职业资格证书深化改革的大背

景下，很多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已经减少，只保留 140 种

相对比较重要的职业资格证书，并将大多数职业规范要求、

职业资格认证以及考核标准的权限、职责向企业与行业逐渐

下放。但与此同时，现阶段职业资格证书存在着更新频率慢、

种类不齐全的突出问题，使得资格证书出现了不好用、不够

用、跟不上等很多问题。

1.2 实现育人模式变革需要以“1+X”证书制度作为支

撑

高职院校培养人才，需要具有严谨性、规范性的学历

教育过程，更需要凸显针对性和灵活性较强，能够面向市场

发展、对就业起到促进作用的社会责任。对于高职教育所具

有的跨行业、跨领域等突出特点，高职院校所开展的育人活

动需要使各种矛盾要素之间实现辩证统一。

目前高职院校所采用的“1+X”证书制度，实际上是社

会用人的实际需求标准、学历教育两项要求的统一，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了高职教育活动的规律和本质。这项证书制度

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基本制度，它的应用意味着需要采取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方式，充分利用行业、企业以及

协会等社会力量，实现多角度发力，协同育人。

1.3 多元化的生源要以多样化的模式进行培养

2019 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为高职教育规划了扩招 100 万人的

目标任务，意味着高职院校在招收生源不再只面向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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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面向农民工、下岗工人以及退役军人群体，使得高职的

生源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我国目前已经采用了与高职教育相

关的招生考试机制，不将高考作为高职院校的唯一招生制

度，推出了综合评价招生、单招等一系列有着较高自主性的

招生模式。这些改革手段使得高职院校在招生方面的自主性

得到了强化，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高职院校一直存在的生

源紧张问题。由此，高职院校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进

行多元化的育人评价标准、课程体系开发，以此来增强人才

培养的实效性，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2 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2.1 以办学定位和办学层次为基础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目

标

高职院校内部轨道交通类专业教学团队可以利用校企

调研的方式，将培养轨道交通类专业学生群体地铁运营岗位

专业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将工学交替作为培养途径，按照城

轨交通相关的岗位任职实际要求、运营管理领域与企业的各

项职业资格标准对接，努力培养出科学文化水平较高且拥有

轨道交通相关运营管理知识与技能，并能从事管理等相关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人才。以此为培养目标，将岗位需求、《指

导意见》提出的目标任务和“1+X”证书制度有机融合，积

极探索与此类岗位相适应的 X 证书，把考核评价、课程设

置等内容不断融入到轨道交通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来。

2.2 将岗位能力要求作为课程标准完善的基础内容

近年来，我国多个部委先后联合发布了与城市轨道交

通有关的职业技能标准，提出轨道交通类专业学生需要具有

以下的岗位能力：票务处理能力、客运组织能力、调度指挥

能力、AFC 设备操作能力、应急疏散能力、行车事故处理

能力、乘客意外伤害急救能力以及应急设备操作能力等。

根据调研结果发现，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毕业生的 AFC
设备操作能力、客运组织能力、票务处理能力和职业岗位的

各项要求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客流组织能力，要求

学生可以进行客流的分析和调查、组织客流预案、控制和组

织客流、组织车站客运工作以及使用车站客运设备等。

客运服务能力强调学生可以承担寄存和处理乘客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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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得到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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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购票排长队和兑零等问题的能力。AFC 设备的操作能力

强调学生需要对 AFC 设备的结构有足够的熟悉度，能够对

设备进行熟练操控。其中，处理票务的能力强调轨道交通类

专业学生承担起票务报表填写、车票管理、处理普通票务事

务和现金管理等任务。

根据以上调研结果能明显看出，如果只开设《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组织》一门课程，难以完成对轨道交通类学生

工作能力的完全训练，甚至还会对后续考取 X 证书产生直

接影响，所以高职院校要采取新型课程标准，把课程细化、

拆分，将其分为票务管理、客运组织两门课程进行教学。前

者重点培养学生操作 AFC 设备、处理票务工作的能力，后

者培养轨道交通类专业毕业生群体客运组织方面的能力。

2.3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1+X”证书制度试

点

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可以说是轨道交通类专业毕业生

进入到本行业的重要敲门砖，能够激发出学生参与考证、学

习的动力。而且，员工薪资水平往往和技术等级水平成正比，

轨道交通类企业内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员工群体的薪

资水平比没有此类证书的员工要高。这种制度有利于鼓励轨

道交通类专业的优秀学生积极考取行业内高水平的技能等

级证书，会为提升个人竞争力，增加薪资奠定基础。因此，

高职院校应依据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专业对口岗位，对其

考取职业资格证书进行合理引导。

2.4 轨道交通类岗位的实际需求与教学对接

高职院校需要对轨道交通类行业各岗位所要求的执业

资格证书进行实地考察，若属于特种岗位，就要求具备与

之相匹配的从业资格证书。比如，轨道交通运营类专业主

要的就业岗位是站务员，所对应的证书是站务员证。再如，

轨道交通机电类专业拥有十分广泛的就业岗位，在考取证书

时，可以选择焊工、维修电工、消防工和钳工，或者特种

设备操作证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高职院校要将一些专业

通用的从业资格证、职业资格证的考核标准纳入到专业课程

教学过程中，以便学生掌握了课程相关的知识技能后，参加

相应的职业资格或从业资格类考试。高职院校也可以将执业

资格考试学生的通过率当成教师的一项奖励标准，激发轨道

交通类专业教师群体的改革创新动力和活力。挑选教材时，

应尽量选择与特种作业资格考试职业技能鉴定相关的教材，

在教学过程中，真正把“1+X”证书制度的落地融入进去，

培养轨道交通类专业学生群体的职业技能。

按照“1+X”证书制度的实施要求，对轨道交通类专业

的培养人才方案进行修改，将培养学生群体的职业能力作为

重点，体现人才培养具有的实践性、职业性和开放性等一系

列要求，强化和轨道交通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发、设

计与轨道交通类岗位实际工作要求相关的课程，有效实现相

应课程和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对接。在学生取得某项职业资

格证后，允许其免修与此证书相关的课程，并对院校内各部

门进行统一的协调、组织，形成合力，推动“1+X”证书制

度工作的有效实施，将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以及素

质教育相结合，增强轨道交通类专业学生群体的综合素养。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类专业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融入

“1+X”证书制度，有利于增强学生群体的技能水平、动手

能力，能够拓展本专业学生的知识视野，极大增强其职业素

养，也有利于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使培养出的轨道交

通类专业毕业生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真实需求。

课题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

于‘1+X’证书制度的高职铁道运输类专业技能考核标准的

构建研究”（课题编号：XJK19BZY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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