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1 | 069

“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朱维祥

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东台  224200

摘      要  ：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亟须进一步优化升级。教师队伍应积极吸纳和实

践新的育人理念与教学方法，以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从而提高育人质

量。当前，“1+X”证书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育人模式，对于丰富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内容、拓展育人途径、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将对“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以供各位同仁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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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further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school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majors. The teaching 

staff should actively absorb and practice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thods to more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as an emerging mode of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talent 

training for vocational school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majors, expanding the ways of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for vocational school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majors under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colleagues to refer to and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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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

养的价值

（一）合理配置现有资源

在当前阶段，很多中等职业院校在开展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人

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可用资源相对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人

才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的提升。由于优质资源的缺失，学生难以激发起浓厚的

学习兴趣，这不利于人才培养效果的提高。[1]引入“1+X”证书

制度到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人才培养中，能够进一步优化和创

新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更高效地整合社会、学校、政府等多方

面的教育资源，从而实现教育力量的集中统一，增强人才培养活

动的针对性。通过合理配置人才培养资源，可以使机电一体化专

业教师的教育活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推动学生的机电一体化

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他们未来顺利进入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

基础。

（二）增强学生核心竞争力

通过开展“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

工作，能促使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对他们的未

来更长远发展中有极大促进作用。通过开展基于“1+X”证书制

度的人才培养活动，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与专业技能融

合，让他们更为直观、深入地了解所学机电一体化知识内容，提

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应用水平，这样会促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进

一步发展。[2]在同等情况下，若是学生能够具备较多证书，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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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就业市场时会更具竞争力、主动性，这也能为他们之后融入

社会，获得更长远、全面发展提供助力。

二、“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

养的限制因素

（一）教育理念陈旧，教学方法滞后

在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中，教育理念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它会对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效果产生很强的

引导作用。[3]对于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来说，先进的理

念能够大幅提升育人质量，这对提升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水

平意义重大。作为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指挥者、引导

者，教师的理念是否新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育人工作的开展质

量。[4]但是，针对当前的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展开分析可

以发现，很多教师对于“1+X”证书制度的理解并不深入，他们

对于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研究也缺乏新颖的观点，所

秉承的教育理念非常陈旧，这些都会对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

工作的开展产生很大阻碍作用。[5]

（二）教学创新不彻底，人才机制不成熟

现阶段，很多学校在开展“1+X”证书制度下的机电一体化

专业人才培养时，并未能对现有的育人内容和教学流程进行彻底

的改革。其原因在于，在教学优化改革的过程中，部分学校没有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而是简单地照搬其他学校的理论

和做法。这导致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学内容之间出现了脱节，

从而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创新产生了极大的阻碍。[6]此外，部分学

校在教学创新机制方面也存在不足，例如，在实施“1+X”证书

制度下的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时，教师未能对创新教学

的内容产生正确认识，导致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一定的形式主

义倾向。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学生在机电一体化课堂中的主体地

位，这极大地影响了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

三、“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

养策略

（一）树立理性、客观教学改革意识

为了进一步提升在“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

的人才培养效果，教师应重视对自身教育理念的革新与优化，树

立一个更为客观、理性的教育意识，这样才能为之后机电一体化

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7]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

培养实践中，教师应针对“1+X”证书制度展开分析，充分理解

其内涵核心，这样才能对其蕴含的教育元素展开探索，保证机电

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与制度的融合，提升教育效果。通过这

种方式，能够有效避免在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出

现的资源浪费现象，这对于提升人才培养效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8]此外，教师们还应摒弃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活动理念，

将学生置于机电一体化专业课堂的主体位置，这样可以更好地拉

近师生关系，使学生在更为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展开知识学习和

探究，从而提升学生在机电一体化专业知识学习方面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二）拓展创新道路，创新教育方式

在以往的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活动中，很多教师常会将

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知识的教学上，忽视了对实际项目的引入和探

索，这样会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产生很大影响。[9]在“1+X”证

书制度下，通过开展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能够大幅降

低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难度，提升育人效果，让教育

路径变得更为宽泛，这对学生的更长远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10]

在实施“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时，教

师们应主动打破以往的人才培养理念，勇于突破传统育人模式的

限制，积极将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技术手

段引入人才培养过程中，以此实现对育人路径的进一步拓展。同

时，教师们还应积极开展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设置更多与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相关的实践类课程，以

此进一步丰富育人内容，帮助学生形成较强的自学能力。[11]此外，

学校应主动与企业展开深入合作，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从而促使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

养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深化校企合作路线与课程模式

部分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工作内

容、工作形式，这样会对他们之后的更全面发展产生不良影响。[13]

此外，结合“1+X”证书制度展开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

工作时，教师可以结合现有资源，与一些企业展开合作，通过校

企合作的方式，帮助学生对机电一体化专业知识、技能、素养产

生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提升育人效果。[12]在校企合作中，学生可

以更好地将所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无形中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知识应用能力，促进其职业素养得到进一步发

展。[14]

对于企业来说，通过为学生提供实训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为自身储备人才。同时，部分地区对于那些接收实习学生的企

业会有一定的税务减免政策，这对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非常

大的帮助。然而，在实际的校企合作活动中，很多企业存在不愿

意接收学生的情况。其原因在于，部分学生并不具备对应岗位的

相应能力，他们在面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时，常会出现手足

无措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果。[15]针对这一情况，教

师在实施“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时，

可以在学生步入企业前，为其开展一些针对性培训，并邀请企业

的优秀员工到校分享工作经验，这样能帮助学生积累更多实践技

能、知识，为其之后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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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体化专

业人才培养效果，教师可以从树立理性、客观教学改革意识；拓

展创新道路，创新教育方式；深化校企合作路线与课程模式等层

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1+X”证书制度下中职机电一

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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