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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些年，随着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高职教材的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理念的高职新形态教材开

发，旨在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岗课赛证”融通，即将岗位需求、课程内容、技能竞赛与职业资

格证书相结合，形成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在此理念指导下，高职新形态教材的开发注重与产业对接，强调实用性与

创新性，力求实现教材内容与职业标准的深度融合，易于学生学习和掌握。对此，本文首先阐述基于“岗课赛证”融

通的高职新形态教材开发优势，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开发策略，以期为相关教育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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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concept of "job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aim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of job 

requirements, course content, skill competitions,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forms a four in 

one teaching model. Guided by this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focuses on industry integration, emphasizing practicality and innovation, striving to achieve 

a deep integration of textbook content with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making it easy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master.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advantages of developing new 

for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job courses, competitions, and 

certificates", and then proposes effec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relevant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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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高职新形态教材开发

优势

（一）灵活性比较强

新形态教材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会将每一个任务装订成一个

独立单元，并把教学目标、教学难点和课题任务等内容有机地整

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岗课赛证”融通为导向的装订形式 [1]。在

贯彻落实“岗课赛证”融通模式时，以课堂前预习单、任务书、

操作手册、评价单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的反馈，对教学活动、学习任务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新形

态教材方便教师拔高的教材中知识点，或对其进行总结归纳与补

充，既能让教师对教学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又能扩展专业教材的

内容，确保教材可持续发展，并通过不断充实教学资源，使原来

较为薄的新形态教材，变为厚实的，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针对性比较强

新形态教材中的案例都是由编制小组中的企业、行业专家等

从行业实际案例中挑选而出，根据国家产业标准、人才培养方案

和“1+ X”专业技能要求，将整个任务进行分解，再细分为不同

的子任务，并对其进行反复的思考和讨论，最终确定出具体的教

学目标，由此决定教学内容 [2]。另外，也会科学、合理选择知识

点，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适时地对教学内容、方法进行调整，

确保每个环节都紧紧围绕岗位需要，并紧紧围绕“岗课赛证”融

通模式，与企业建立起密切联系，形成一种“毕业即就业”的良

性运行模式。

（三）资源比较丰富

传统的教材以文字、图片和表格为主，厚重的教材内容难以

引起学生的注意，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更好地把握学生的

兴趣，教师可以利用新形态教材不断充实教学资源，例如，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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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便能获得对应的微课视频，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能获

得学分；还可以使用学分兑换下一节课程的学习资源。学生也可

以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如 PPT课件，微电影，问答、自测，在线

资源等，并利用多种激励方法、教学资源，将多维的知识体系展

现给学生，使其形成一个知识立方体，这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又能加深他们的记忆 [3]。

二、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高职新形态教材开发

策略

（一）构建多方参与机制，保障教材开发全面性

高职院校基于“岗课赛证”融通开发新形态教材时，需要邀

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广泛其中。这种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有助于整合

各领域资源，从而保障新形态教材的实用性。具体如下：第一，

各类教育机构，如大学、职业学院、中学等，均应积极参与到新

形态教材开发之中。主动贡献教学资源、编写人才以及教学实践

平台等；第二，行业、企业在“岗课赛证”融通新形态教材开发

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他们对行业动向、岗位需求有更为深刻

的理解，并且能够提供真实案例、行业信息、实操指导等，使教

材更贴近工作实际；第三，行业协会凭借其在业界中的权威性和

专业性，能在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等方面给予重要支持，保障新

形态教材的编制、内容审核等与行业标准相符；第四，在特定领

域，学科专家凭借其深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经验，能够为教材编

写提供专业辅导，而且他们参与教材内容的规划、审核和修订，

可以保证教材的学术性和可信度；第五，教师作为教育实施的核

心力量，对学生的需求与教学现状有深刻洞察，他们的参与对新

形态教材的编制和使用极为重要。教师可参与教材的编写、使用

反馈及评估，贡献实际经验和专业见解；第六，学生作为教育成

果的直接接受者，他们的参与有助于编写者更准确地把握学生的

需求与学习状态。学生可参与教材内容的评估与优化，提供相应

的观点和建议，确保教材与自身实际需求和兴趣相契合 [4]。

（二）引入多种教材模式，丰富新形态教材编排

第一，以实际生产项目为载体。在新形态教材开发过程中，

以实际生产项目为基础构建教学模块，能够让学生对特定行业或

领域的实际岗位操作有更深刻地认识。这样，学生不仅能从理论

层面掌握必要的知识，还能通过参与模拟或真实项目的操作来积

累实践经验，并且通过选取典型的工作任务来构建教学单元，将

具体且典型的任务融入教材，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岗位所需

掌握的技能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另外，以实际案例为基础组织

教学单元，将贴近生产一线的案例引入教材，不仅能够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还能增强他们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而提升其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5]。第二，以工作过程进行

结构设计 [6]。高职院校采用以工作流程为基础的结构设计模式，

这一模式包含信息搜集、决策制定、规划制定、执行、检验、评

估这六个关键步骤，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深入体验从接收任

务到完成任务的整个过程。各章节的结构设计可以具体体现为：

明确项目目标—解析项目任务—了解项目实施要点—分析项目方

案实施可行性—项目任务拓展—项目任务执行落实—项目评价与

反馈 [7]。编写者在项目任务的具体编排上，每一步都紧密结合实

际工作流程，确保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知识和技能。例如，

明确项目目标，学生在完成项目任务前便能掌握学习目的，确保

其后学习更具目的性；解析项目任务，将复杂的项目拆解为若干

个小任务，便于学生分步骤实施；了解项目实施要点，让学生掌

握关键环节的操作技巧；分析项目方案实施可行性，培养学生的

风险评估和决策能力等。这样，编写者通过对新形态教材编排方

式进行细致划分，能够在增强学生学习成效性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其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8]。

（三）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充分激活学生兴趣

第一，活页式教材。相较于传统纸质教材，活页教材更具便

捷性与多变性，也更注重互动性与个性化的设置。编写者能够根

据课程性质，将内容划分为若干个学习模块，并做成可拆卸或更

换的活页设计，使得教材内容能够随着学生需求、教学需求的变

化而灵活调整。这种灵活性使得活页式教材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

学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同时，由于可以随时更新和调整内容，

它也更符合快速变化的知识体系和社会需求 [9]。第二，工作手册

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着重于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问题处理

技巧，这类教材往往以执行具体任务为核心，并附上实例分析、

习题训练以及实操指南，能够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场景相

结合，以解决实际问题 [10]。另外，与传统的纸质教材相比较，这

种实操教材更能彰显学生的主体性，促使其积极开展学习活动，

并通过动手实践和即时反馈，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与独立思考的潜

能。此外，这一教材还倡导学生进行集体学习，通过团队讨论、

项目协作等方式，提升团队协作与沟通技巧 [11]。第三，数字化教

材。数字化教材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文字、图片、音频、

视频等多媒体元素融合在一起，不仅能向学生提供更为生动、直

观的学习氛围，也能满足他们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为，而且在数字

化教材的帮助下，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访问教材资源，不再受限于

时间和地点，从而且使其学习活动更具便捷性、灵活性。此外，

数字化教材还可以利用互动功能，如在线测试、讨论区等，促进

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12]。

（四）有效活化评价方式，准确评价教材开发效果

在高职新形态教材的开发过程中，评价方式的活化至关重

要。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考核，而忽视了对学

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评估。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高职新

形态教材，需要采用更加多元化、实践化的评价方式，以全面、

准确地反映教材开发的效果。首先，可以引入项目评价法。通过

让学生完成与岗位需求紧密相关的实际项目，对其在项目中的表

现进行综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不仅考察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

情况，还注重其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

培养。同时，项目评价法还可以结合职业资格证书的考取情况，

进一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其次，还可以建立学生、教师、企

业等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可以对教材的

内容、教学方式、学习效果等进行反馈和评价；教师可以根据教

学经验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教材的开发和使用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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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则可以从岗位需求的角度出发，对教材与实际工作的契合度

进行评价。通过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

解教材开发的效果，为后续的教材改进和完善提供参考 [13]。

三、总结

总而言之，基于“岗课赛证”融通开发高职新形态教材，强

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出更多符合

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14]。对此，高职院校可以从构建多

方参与机制，保障教材开发全面性；引入多种教材模式，丰富新

形态教材编排；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充分激活学生兴趣；有效活

化评价方式，准确评价教材开发效果等策略着手，这样，不仅能

够确保教材内容与岗位需求高度契合，还能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提

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同时，这也将为高职院校的教育

教学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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