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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岗课赛证创”
教学模式应用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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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岗课赛证创”教学模式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教学模式，将其应用于高职《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具有积极意义。该模

式将“岗”作为重要纽带，把课程和实践、技能比赛和培训、职业证书和就业进行有效融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基础上，也能获得职业技能，此外，还能通过参与职业技能大赛来收获证书与奖项，有利于提高其职业素养。本文

以《无机及分析化学》为例，探讨其应用路径，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员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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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eaching mode of "Job-Course Competition" is a relatively new teaching mode, and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apply it to the course of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model takes "post" as an important link,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courses and practices, 

skills competitions and training, vocational certificates and employ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acquire 

vocational skills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n addition, they can also 

obtain certificates and awards by participating in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In this paper,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its application path,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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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摇篮，一直在积极探索提高学生职业技能、素养和核心竞争力的教学模式。高职教育往往较为

重视课程教学，和实践结合度不高，使得学生毕业后缺乏核心竞争力 [1]。为了解决该问题，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不妨采用新的教学模式

即“岗课赛证创”模式，以此将课程和实践、技能比赛和培训、职业证书和就业进行有效融合，以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一、《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分析

（一）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求学生掌握

的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宜；通过学习定量分析，培养学生实践技能，

激发其创新潜质。该课程把教学内容进行项目化处理，每个项目的

学习任务又可以分为若干个项目，并将理论知识有效融入于子项目

中，让学生边学边做，从而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用掌握的实

践来验证理论，从而为他们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石 [2]。

（二）课程目标

1.专业知识层面目标

掌握化学分析实验基础知识；溶液的配制方法；定量分析误

差和数据处理方法；滴定分析相关知识；四大滴定分析方法，还

应掌握化学分析方法在药品和食品分析中的相关应用等。

2.专业能力层面目标

借助本课程教学，使学生了解化学物质成分与含量，并能通

过实验验证，在正确表达基础上分析结果；培养和锻炼学生技

能，使其能够分析和检验药品和食品等，同时要求他们通过学习

获得相关技能证书 [3]。

3.职业素质层面目标

借助本课程教学，使学生了解行业发展前沿动态，在引导学生

完成学习任务时，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等优秀品质，使他们

在实践中能够严格执行相关操作要求和规程，同时，具备较强的安

全意识 [4]。此外，还应积极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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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岗课赛证创”教

学模式应用的意义

（一）符合行业需求

在新时代背景下，药品和食品行业发展迅猛，教育行业同样

如此。以往的教学模式由于较为陈旧、落后，无法满足行业对于

高素质强技能型人才需求 [5]。而“岗课赛证创”教学模式则有利

于教育工作者把握行业发展形势，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创造接

触真实工作环境的机会，不仅有利于提升其实践能力与职业素

养，也为他们适应岗位要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6]。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该教学模式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如实践能力、合作

能力、双创能力等，有利于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为其顺利走上工

作岗位奠定基石。此外，该教学模式通过丰富的学习形式与实践

活动，能够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更有利于成长为专业 

人才 [7]。

（三）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和提升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需要科学的理念和模式，而该教学模式则为其成长

与团队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8]。如借助岗位实践与职业竞赛，使

教师能够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了解该行业最新发展趋势与教学

方法；在该教学模式下，教师不断应用新方法，有利于提高其创

新能力；积极参与教研项目，并通过和其他教师的深入合作和交

流，在分享宝贵经验的同时，也有利于共同解决教学难题，这对

于提升其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教师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

教师专业成长 [9]。

（四）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岗课赛证创”教学模式的应用，有利于引导学生借助岗位

实践，锻炼自身的实践能力。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

程学习、技能大赛以及双创活动等，大力培养其创造力、合作能

力等综合能力。同时，还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考试，提高其职业素养和竞争力，为其顺利迈入工作岗位奠定 

基石 [10]。

（五）有利于促进专业建设

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和教学模式创新息息相关。在新的教学

模式下，《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应立足创新和实践，对培养目

标、措施等进行相应调整和优化，从而为专业建设提供强大助

力，让该门课程教学更符合社会需求 [11]。

三、“岗课赛证创”融通机制的实践路径

（一）整合课程内容

1.以岗定课 

高职院校教师应对化学分析这一岗位职责与具体的工作内容

进行全面分析，明确课程目标，并对工作岗位进行梳理，以岗位

要求分析和调整教学内容，此外，还应分析工作任务，并与教学

内容进行对应，再次梳理教学内容，让课程内容和岗位需求，以

及工作过程能够有效对接，紧密贴合 [12]。同时，教师在课程教

学中还应引导学生树立诚信、爱岗敬业、遵守规范等职业素养，

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安全、健康与环保意识，使其通过针对性培

养，具备较高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2.以证定标 

为了“岗课赛证创”教学模式的有效应用，高职院校《无机

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师应对行业标准进行深入分析，对从事化学

检验工作的检验员应具备的职业能力进行全面研究，重构该门课

程的教学标准，从而使知识和技能目标能够和职业技能相关标准

进行有效对接，并把职业发展应具备的相关能力有效融入于课程

标准当中 [13]。与此同时，把课程考核相关标准和该技能标准进行

有效对接，在此基础上，对该过程进行全面考核。

3.以赛提质 

课程教学之一大标杆为技能大赛，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办学水

平与教学质量。笔者对2023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化学实验技

术技能比赛当中的项目产品质量评价项目加以分析，结合技能大

赛的考核、评分标准来调整教学内容，基于比赛的审方视角，采

取其评分原则和指标，引导学生了解比赛要求、内容和模式 [14]。

4.以创培优 

高职院校在应用该模式时，应把双创大赛、创新科研等融于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学中，对赛项规程进行全面分析，从而

夯实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鼓励其积极参与该类项目和双

创大赛，以此培养其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

（二）开发课程资源

高效、优质课堂需要优秀教学设计，课程资源则属于教学设

计当中的重要道具，将技能大赛作为有效引领，培养学生职业技

能，为其顺利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奠定基石，此外，借助先进的信

息技术、校企合作等建设优质资源，并注重资源的立体化、层次

性和丰富度。如可将教学视频、微课等纳入其中 [15]。借助上述资

源，为教师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提供基础，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学

习和参与在线练习和考试等。

（三）改革教学与评价模式

1.教学模式改革 

高职《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在教学中应追求教学设计和岗

位标准的一致性，即借助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来实现上述目标。实

训环节应从岗位技能相关标准出发，并结合职业资格等级标准，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实现教学目标，即由最初的技能学习发展

到技能培养最后过渡到综合能力养成。在此基础上，以该专业技

术技能比赛为引领，借助网络教学平台上海量资源来构建混合式

模式，该模式将学习和训练、比赛三者结合在一起，此外，还结

合了线上与线下，以此来引导学生开展日常的操作训练。在此过

程中，教师应将大赛当中的知识点学习进行归纳总结，并组织学

生就相关知识和技能进行训练，从而使该课堂更具活力，以培养

学生的职业素养，如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等，实现以

赛促学之目标。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其中，教师应注重

对学生的团队精神进行培养，并采取多种教学模式，如角色扮

演、项目教学等来完成团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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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模式改革 

完善考评体系，对岗位能力、职业技能进行过程考核，让学

生了解未来从事的岗位要求，以此来使自己的职业技能达到相应

标准，并把职业道德、素养等元素融入到评价体系，对学生的知

识、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价。 对技能大赛的评分标准进行分析，把

线上评价和线下评价二者结合在一起，在采用学生评价的同时，

也应进行团队互评和教师点评，并及时交流，从而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

四、高职《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岗课赛证创”教

学模式应用实施保障

（一）共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其一，双向选派。即企业派骨干员工到校任教；高职院校

派优秀教师进企业参与顶岗实践，以及实际项目。其二，双向

扶持。建立企业和学校证书考取对应机制，以保障该类型教师

待遇。

（二）开展实践教学技能鉴定

实践教学从岗位面向出发，并将其作为主线，把实际任务作

为重要导向，基于职业情境来对教学内容进行提炼。结合岗位任

职要求，通过丰富的形式进行专业学习。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以

“岗课赛证创”来学习专业课程，帮助学生获得技能考点知识，让

实践教学和证书考取进行有效融合。

（三）建立职技竞赛平台

在教学实训当中，学校应积极融入比赛要求，包括前沿技

术、评价标准等。久而久之，学生的比赛状态会更好，有利于其

取得良好的比赛成绩。此外，学校还应积极搭建相关竞赛平台，

形成人人能够参赛的良好氛围，通过比赛，提升学生的技术技能

水平，在学生之间形成比学赶帮等学习氛围，实现以赛促学之目

标。此外，借助比赛，引导教师调整教学内容、方法等，通过互

促互进，实现以赛促教之目标。

五、结语

高职《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岗课赛证创”教学模式应用

效果的提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会一帆风顺，需要相关工作

者久久为功，加强合作。本文以“岗课赛证创”为抓手，以《无

机及分析化学》课程为例探讨其应用路径，在提高《无机及分

析化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同时，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和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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