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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

2. 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6号）

3. 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厅函〔2019〕19号）

4. 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19—2022年）（教职成厅〔2019〕5号）

5.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遴选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2020.6.2）

6. 关于进一步做好在院校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有关经费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财厅函〔2020〕12号）

7. 关于落实在院校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上限设置方案及相关说明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2020.8.24）

8. 教育部办公厅转发山东省《关于完善高等学校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办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师厅函〔2020〕9号）

9. 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540号）

10.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人社部发〔2019〕34号）

11.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开发指南（试行）（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2020.6.19）

12.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试行）及证书参考样式（人社鉴发〔2019〕2号）

13.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代码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2020.3.10）

14.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工作规程（试行）

15.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20〕9号）

16.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学习成果存储工作的公告

17.关于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师资培训工作的几点要求

18.关于参与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承诺与声明

一、政策文件要点



一、政策文件要点

1.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的提出

是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

评价模式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大制度创新

2.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的意义

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

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从2019年开始，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号，实现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

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3.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是工作抓手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拓展就业本领



4.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的师资保障

试点院校可将教师额外承担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工作量，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全日制学生培养工作量，

纳入绩效工资分配因素范围；

在内部绩效工资分配时向承担证书培训任务的一线教师倾斜

职业院校要高度重视培训工作。切实将职业培训摆在与学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要把开展培训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门负责培训的机构，配备专人负责，

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承担有关培训任务。

一、政策文件要点



面向学生开展的X证书培训，要与推进教师、教材、教法（三教）

改革结合起来……结合教学组织实施。

要改善实训条件，提高培训能力

5.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推进方法

6.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学习成果积累推进

评价组织要对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消息。

证书颁发后7个工作日内证书信息可查询，1 个月内提交学习成果的学分记录建议方案。

试点院校建立国家“学分银行”账户，对照学时学分记录规则及学分银行学分，

结合自身实际，研制具体的学习成果转换办法和转换规则，并在学分银行备案发布。

8.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退出机制

面向评价组织； 面向试点院校

7. 关于“ 1+X证书制度试点“经费保障

X证书培训、考核工作相关费用应作为正常的教育教学支出

列入学校预算

一、政策文件要点



1 .  专 业 群 （ 七 个 ） 全 覆 盖

二、学校试点原则

序号 试点证书 试点分院

1 光伏电站运维（中级） 电子信息学院

2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网络与通信学院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初级）

5G基站建设与维护（初级）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初级）

云计算开发与运维（初级）

3
Web前端开发（初级）

人工智能学院
大数据平台运维（初级）

4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初/中级） 智能制造学院

5 智能新能源汽车（中级） 智能交通学院

6 界面设计（初级） 数码艺术学院

7 跨境电商B2B数据运营（中级） 数字商务学院

证书 分院



2 .  重 点 选 优 质 专 业

二、学校试点原则

序号 试点证书 试点专业

1 光伏电站运维（中级）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国家双高建设、国家骨
干建设专业

2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3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初级）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4 5G基站建设与维护（初级） 移动通信技术专业

5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初级）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6 云计算开发与运维（初级）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7 Web前端开发（初级） 软件技术、移动技术开发

省级优质专业

8 大数据平台运维（初级）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
人工智能特色班

9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初/中级）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

10 智能新能源汽车（中级） 新能源汽车技术

11 界面设计（初级）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12 跨境电商B2B数据运营（中级） 电子商务专业、国际商务专业

证书 专业



3 .  重 点 首 选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 评 价 组 织 ） 开 发 的 证 书

二、学校试点原则

序号 试点证书 培训评价组织机构

1 光伏电站运维（中级） 浙江瑞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初级） 南京第五十五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4 5G基站建设与维护（初级） 南京中兴信雅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初级）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 云计算开发与运维（初级）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7 Web前端开发（初级） 工信部教育信息考试中心

8 大数据平台运维（初级）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9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初/中级） 北京新奥时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智能新能源汽车（中级） 北京中车行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11 界面设计（初级）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2 跨境电商B2B数据运营（中级） 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 评价机构



4 .  下 一 轮 证 书 优 选 方 案

二、学校试点原则

学 校 “ 双 高 ” 建 设 要 求 ：

试点专业全部开展双证考核，促进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培养



（一）体制机制顶层设计

副校长
（分管培训）

校长

副校长
（分管教学）

教育培训学院 教务处

1+X试点二级学院

试点相关人才培养及
“三教”改革推进

地区协作
组长工作

外联
内推

落实证书牵头单位工作

分管院长

落实试点相关专业“三教”改革
及书证融通复合人才培养工作

教研室主任
日常管理

对接教培院

人才培养
对接教务处

1 .  实施“一把手工程”

2 .  建立校院两级管理体系

三、学校试点做法



（二） 借助学校平台助推试点工作

江苏省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兼秘书长单位；

江苏省电子信息及网络与通信大类协作组组长
单位；

江苏省1+X办公室落户单位，协助教育厅统筹
指导1+X试点推进工作。

牵头试点协作组组长

做好试点工作的统筹推进、业务指导、工作培训

序号 协作组名称
分序
号

对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名称
证书
批次

组长

42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 3

43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 2

44 云计算中心运维服务 3

45 云服务操作管理 3

46 云计算开发与运维 3

47 网络安全评估 3

48 网络安全运维 3

49 企业网络安全防护 3

50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 3

51 5G基站建设与维护 3

52 5G移动网络运维 3

53 传感网应用开发 2

54
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集成和应

用
3

55 虚拟现实应用开发 3

10
电子信息及网络与通信类协作

组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 试点经费纳入预算

硬件环境建设：2019年至今各试点证书共投入资金约1300万。

考证费：学校统筹、规范支付

教师工作量：培训学院与教务处共商方案，给予保障



人才培养方案：12个专业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修定工作

学生考证：2020年试点规模为17个专业1246人，实际报考1112人、1261人

次（含补考）。

（四）试点专业初建成效

教材编写：《传感网应用于开发》（副主编）、《5G基站建设与维护》（主

编）、《新能源汽车安全舒适系统检修》（主编）、《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

维教程》（参编）教材已经开发并出版。



序号 试点证书
试点
人数

已参考人数 参考率 通过人数 通过率 试点分校

1 光伏电站运维（中级） 80 80 100% 42 52.5% 电子信息学院

2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70 104（含补考） 149% 18（部分成绩未出） 60%（对应批次）

网络与通信学院

3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初级） 30 30 100% 19 63%

4 5G基站建设与维护（初级） 30 30 100% 成绩未出

5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初级） 30 30 100% 0 0%

6 云计算开发与运维（初级） 30 30 100% 成绩未出

7 Web前端开发（初级） 220 225（含补考） 102% 84（部分成绩未出） 41.2%（对应批次）
人工智能学院

8 大数据平台运维（初级） 160 126 79% 96 76.2%

9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初/中级） 160 160 100% 成绩未出 智能制造学院

10 智能新能源汽车（中级） 256 256 100% 151（部分成绩未出） 98.1%（对应批次） 智能交通学院

11 界面设计（初级） 40 40 100% 成绩未出 数码艺术学院

12 跨境电商B2B数据运营（中级） 140 140 100% 成绩未出 数字商务学院

试点考证参考情况

试点证书 试点人数 已参考人数 参考率 通过人数 通过率 试点分校



对外师资培训：



（五）试点中的“南信”声音

2020年7月，学校应邀参加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推进工作座谈会，作为江苏省唯一一所试点院校参

加。代表江苏省教育厅、试点院校（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从试点工作进展和做法、试点过程中的主要困

难和问题等方面汇报。

2020年7月，学校接受江苏教育频道采访，谈1+X试

点推进的实践、想法。



（六）完善管理办法



学校层面：做好专业要素协同

教学标准

课程体系

师资力量

实训条件

证书匹配度

教学设施

证书满足职业岗位能力程度

含金量

设备投入预算

学生考取证书的主观意愿

社会认可度

就业能力提升

四、试点推进案例



衔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形成模块化职业技能教学、考核体系，并在职业院校落地实施

分院层面：产教协同衔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聚焦于完成某个职业岗位（群）关键工作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是对专业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深化或拓展，
帮助专业进一步对接企业一线需求，增强产业适应能力。

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系包含课程目标、单元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目标，
可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内容纳入到目标体系中的合适位置。



教研室层面



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证书

等级证书模块名称 等级

2-1.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 初、中、高级

2-2.新能源汽车悬挂转向制动安全技术 初、中、高级

2-3.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 初、中、高级

2-4.新能源汽车网关控制娱乐系统技术 中、高级

2-5.新能换汽车多种能源高新系统技术 中、高级

证书 等级

智能新能源汽车

备 注 ：
1. 目前我校已经考过2-1、2-3、2-4三个中级证书;
2. 2020年我院智能新能源汽车共参考256人次，通过250人次;



支撑能力
2019版人才培养方案

（衔接前）
2020版人才培养方案

（衔接后）

支撑的核心能力指标 支撑的核心能力指标

XQA 专业能力：熟练运用从事新能源
汽车电池、电机及电控部件的调试，新
能源汽车检测、维修等工作岗位所需的
知识、技能和工具

XQA1：熟练掌握从事汽车专业活动所需的
数学、科学知识。

XQA1：熟练掌握从事新能源汽车专业活动
所需的科学知识。

XQA2：具备机械传动识图、原理分析所需
的相关知识，能够将其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检
测维修中。

XQA2：具备电子电路识图、机械传动识图、
原理分析所需的相关知识，能够将其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检测维修中。

XQA3：熟练掌握新能源汽车检测维修与调
试、电控部件调试等相关专业知识。

XQA3：熟练掌握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排除、
电池、电机检测调试、电控部件调试等相关
专业知识。

XQA4：熟练使用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工具与
仪器。

XQA4：熟练使用新能源汽车检测维修相关
的工具与仪器。

XQA5：能够根据维修手册学习工具仪器及
其设备的使用或调试。

XQA5：能够根据维修手册，熟练使用专业
设备检查排除故障。

建 立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 课 程 矩 阵 ， 实 现 教 学 内 容 与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标 准 的 动 态 衔 接

建 立 教 研 室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周 期 改 进 制 度 。 实 施 一 个 周 期 后 ， 必 须 对 其 进 行 检 视 和 优 化 。

将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标 准 的 更 新 及 时 反 馈 到 课 程 教 学 中 ， 实 现 教 学 内 容 与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标 准 的 动 态 衔 接 。



优化课程体系，有机融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内容

每 个 证 书 对 应 1 门 或 多 门 理 论 与 实 训 课 程 ，

实 训 课 程 上 完 之 后 趁 热 打 铁 ， 即 组 织 相 关 对 应 证 书 考 证 。

既 解 决 强 化 培 训 课 时 的 问 题 ， 又 解 决 证 书 考 试 时 间 问 题 。

改革前核心课程设置 改革后课程设置 对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电池管理系统检测维修

新能源汽车结构检测维修实训
模块一：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
模块二：驱动系统功能检测与维修
模块三：电机系统功能检测与维修
模块四：电池系统功能检测与维修

2-1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

电机结构、驱动系统检测维修

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检测维修
模块一：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
模块二：起动与充电部件检测维修
模块三：电器与控制部件检测维修
模块四：空调与舒适部件检测维修

2-3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

汽车维护与保养实训

新能源汽车电气网络检测维修
模块一：动力网关控制系统检测维修
模块二：中央底盘网关系统检测维修
模块三：车身网关控制系统检测维修
模块四：CAN网关控制系统检测维修

2-4新能源汽车网关控制娱乐系统技术



优化课程体系，有机融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内容

备 注 :

1 . 教 师 专 攻 某 一 模 块 ， 形 成 钻 力 ， 提 高 授 课 质 量 ;

2 . 同 一 证 书 模 块 共 同 备 课 ， 不 同 模 块 之 间 教 学 形 成 相 互 衔 接 ， 有 助 于 掌 握 技 能 ;

3 . 授 课 内 容 按 照 智 能 新 能 源 汽 车 1 + X 考 试 大 纲 要 求 ， 实 训 上 完 后 即 完 成 考 证 的 所 有 考 前 强 化 工 作 ;

2018级新能源汽车专
业教师授课安排

2019级、2020级新能源汽车教师授课安排
（书证融通后的实训课程设置）

对应智能新能源1+X证书

电池管理系统的检测维修
（吴会波）

新能源汽车结构检测维修实训
（模块一：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 李昕颖）
（模块二：驱动系统功能检测与维修李宇萌）
（模块三：电机系统功能检测与维修王红然）
（模块四：电池系统功能检测与维修 吴会波）

2-1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
电机电池技术

电机结构、驱动系统的检
测维修
（王红然）

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检测维修
（模块一：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李重重）
（模块二：起动与充电部件检测维修王红然）
（模块三：电器与控制部件检测维修张世刚）
（模块四：空调与舒适部件检测维修邱亚宇）

2-3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
空调舒适技术

汽车维护与保养实训
（张世刚）

新能源汽车电气网络检测维修
（模块一：动力网关控制系统检测维修熊江勇）
（模块二：中央底盘网关系统检测维修李重重）
（模块三：车身网关控制系统检测维修张世刚）
（模块四：CAN网关控制系统检测维修段付德）

2-4新能源汽车网关控制
娱乐系统技术



传感网应用开发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物联网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

1+X传感网应用开发全国首批证书全国师资培训基地

1+X传感网应用开发江苏协作组组长单位

江苏省“高职国培”和“中职国培” 项目单位，开展多期师资培训



传感网应用开发



传感网证书大事记
2019年

开展全国首期证

书师资培训

2019年
江苏教育频道报

道我校试点工作

2020年
开展证书国、省

培各1期，线上

线下师资培训多

期，覆盖全国

100多所试点院

校，500多名骨

干教师

2020年
自全国首期试考

起，学生考证通

过率稳居全国前

列

2020年
证书专家、讲

师、考评员数

量、等级位居

全国前列

2020年
累计出版证书配

套教材4本，获

批国家规划教材

1本



职教同行 理一殊分
相映成辉 终成大美



绽放“南信”未来

谢 谢

电子人才摇篮 智能工匠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