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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总结 

一、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基于“赛教融合，课证融通”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以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二）研究人员构成 

序号 姓名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研究分工 备注 

1 刘冬晖 副教授 48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教学改革 

项目实施、

成果总结 

主持人 

2 卢宏才 副教授 41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项目实施  

3 刘智涛 教授 41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教学改革  

4 刘春瑾 讲师 38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收集整理资

料 
 

5 刘亚琦 教授 55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教学改革  

6 牛霞红 副教授 40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项目实施  

7 白君芬 副教授 47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项目实施  

8 成思豪 讲师 36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项目实施  

9 王新宇 讲师 29 
甘肃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实践教学体

系建设 
 

其他说明： 

（三）研究内容 

    本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将“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形成崇尚一

技之长”的全新教育理念，贯穿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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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定一套以育人为本，促进德技并修，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以构建职业岗位为导向，岗位能力为核心的项目为载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选用优质教学资源，开展教学改革。 

搭建以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体的实践教学平台，形成以专业认知->

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职业岗位技能训练为主线的有层次、阶段性的实

践教学体系。 

将学生技能大赛的知识和技能融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大赛对职业教育的指

导作用； 

将 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考试的内容，植入教学过程，以企业需

求为导向，通过与华为建立合作关系，将企业最新网络技术、工程经验和教育资

源融入到教学体系中，确保学生学习到最先进和实用的网络技术,提高就业竞争力。 

二、研究报告 

（一）项目基本背景 

1、本项目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依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精神，高职

教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由教育部发起, 联合多个相关部门，针对全国中、高职各

个专业学生举办的一项年度职业教育技能竞赛活动。是现有专业覆盖及影响力最

广、联合主办部门最全的国家级技能竞赛。近年来随着比赛的不断深入,越发受到

各个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其“赛教融合”的教育意义在现代教学中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学校也不甘落后，制定了与技能竞赛相关的制度，积极督促各个专业投入到

技能竞赛的队伍中来。并以此为载体，培养学生的技能。但是，毕竟是竞赛，参

加的人数有限，不能受益于所有学生。为此，以技能竞赛为依托，以职业能力培

养为主线，以岗位技能为核心，获取华为网络工程师为途径，构建课程体系，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基于“赛教融合、课证通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应用到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中来，充分发挥技能大赛的作用，以赛促教、

以赛促改，以赛促学，提升教学质量。 

2、本项目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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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人才，离不开计算机应用技术人才。美国采

取 IT 基础教育、继续教育与考核认证相结合的模式，英国采取基础教育与岗位技

能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印度采取高校培养与职业教育培养相结合的模式。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我们学术界也开始广泛探讨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模式。目前“课

赛证”融合，是各个高等院校关注的焦点。截至 6 月，从中国知网上的文献来看，

与赛教融合相关的文献共有 82 条，大数多都是教学模式改革、课程体系改革方面

的，与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的只有 8 条；与课证赛相关的文献有 12 条，研究人才模

式培养的只有 2 条。这些文献中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只基于“赛教融合”

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没有把“课证融通”，融入到人才培养模式中去，所以本项

目的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二）研究过程综述 

本项项目主要研究“赛教融合，课证融通”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的过程。自项目申报后，主要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群进

行调研，结合我院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现状，确定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1、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文

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部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

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面向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等行业的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信息网络维护人员、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

理人员、网络工程督导等职业群（或技术技能领域），能够从事网络售前技术支持、

网络系统运维、网络工程督导、IT 产品销售及图像处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人才。 

2、职业岗位群分析 

通过对相关用人单位的职业岗位的调研和分析，明确了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所面向的职业岗位群：网络运维助理工程、企业网络管理助理工程师、网络售前

工程师、网络运维工程师、网络售后实施工程师、商务、IT 销售等岗位。 

3、课程体系构建 

本着“加强基础，注重素质，突出职业能力，优化和重组专业课程体系”的

思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学应注重“组网、管网、用网”三方面的知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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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岗位为导向，岗位能力为核心，逐步建立起专业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见

图 1），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图 1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为此，在 20 级人才培养方案上，对专业课程体系的重组着重考虑：（1）把高

职技能大赛的知识和技能融入到课程体系。 

在实施过程中，首先根据历年竞赛的真题为载体，拆解知识库，把竞赛内容

拆解为七个模块，分别为：模块一：无线网络规划与实施；模块二：设备基础信 

息配置；模块三：网络搭建与网络冗余备份方案部署；模块四：移动互联网搭建

与网优；模块五：出口安全防护与远程接入；模块六：云计算服务搭建与企业应

用；模块七：综合布线规划与设计。在甘肃省该项目的技能大赛中，只涉及前六

个模块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准备竞赛时，着重前六个模块的训练。 

然后，按分析各个模块的内容和逻辑关系，找询出每个模块所对应的课程。

第一个模块对应的课程《无线网络安全技术》，第二至第五个模块所对应的课程《路

由交换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第六个模块对应《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

wv《Linux 网络操作系统》等课程。第七个模块对应《综合布线》课程。 

第三，详细分析竞赛题，梳理出其中的知识点和技能，在相应课程的教学时，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网络工程师              运维工程师 平面设计师

 Windows Server2008操作系统

 HICA-R&S路由交换（入门）

 HICA-R&S路由交换（入门）实验

 HICA-R&S路由交换（进阶）

 HICA-R&S路由交换（进阶）实验

     Linux网络操作系统

 HCIP-R&S-IERS部署企业级路由交换

 HCIP-R&S-IERS实验

 HCIP-R&S-IENP提升企业级网络性能

 HCIP-R&S-IEEP部署企业级网络工程

 CorelDraw绘图

 Illustrator图形制作 

 图形图像综合实训

 销售心理学技巧

基础知识、人文素质课 专业通识课

 入学教育及军事训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体育与健康

 计算机应用基础

     劳动教育（实践）

 高等数学

 高职英语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尔雅在线课程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图像处理

 网页设计

 综合布线

 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中小型企业网络组建（赛教融合课程）

华为HCIA数通认证    华为HCIP数通工程师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1+X技能等级证       职业资格证

课证融通课程

赛教融合课程



6 
 

把这些知识点和技能，作为重点来讲授和练习，并且可以把拆分出来的模块作为

案例，在实训过程中来完成。这样，以比较真实的项目来锻炼学生，既提升了学

生的技能，又发挥了以赛促学的作用。 

第四，将中小企业网络构建（模块二至模块五）中所涉及的网络基础知识、

网络参考模型、基础协议、交换机工作原理、虚拟局域网、生成树、静态路由、

动态路由、交换机端口安全、ACL、NAT 技术等知识点融入到在 15 个的项目中，通

过每个项目的实践，渐进式地讲解不同的技术。 

最后，回归历年来的竞赛真题，反复强化练习和训练，以达到融会贯通。 

（2）在 19 级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拓展 HCIP 数通工程师认证课程，

优化课程体系，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在课程中融入 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

维（初级/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证的知识点和技能。 

自 2015 年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 ICT 产业基训基地以来，逐渐把华

为数通、网络安全工程师认证课程的内容，植入到本专业的教学，将网络工程师

的职业标准、岗位规范，应用到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中。随着社会对高职学生

网络人才需求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专业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对职业资格证的需

求更是迫在眉睫，于是，在修订 19 级、20 级的人才培养方案时，将华为 HCIA、

HCIP 数通工程师、HCIA 安全工程师认证的课程，写了入了人才培养方案，并在按

课程进程严格执行。 

在 2020 年 4 月，申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开展的“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

职业技能等考试的试点，同时，在教学中融入了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 1+X（初级、

中级）的职业标准和认证内容。具体的做法是，以培养方案中的《路由交换技术

课程》的教学内容为主线，将“1+X 技能等级认证”的内容与其作比较，对于华为

工程师认证课程内容中没有包含的知识点、技能，在进行 1+X 的培训时，就要重

点强调和加强练习，与课程内容一致的部分，注重反复练习，以达到熟练融会贯

通的目的。认证课程比较重理论，实验综合性强，但 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课

程，实验偏基础，比较适合课内实验。所以，在课内实验教学时，经常选择 1+x

中的实验。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中级）与《路由交换技术（进阶）》知识点

与技能相对比，见表 1。 

表 1  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中级）与认证课程内容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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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体系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实践教学的

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持术应用能力，并以此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

质结构和培养方案”。这突出了实践教学环节，加大了实践教学环节的份量，明确

了实践教学的目标，指明了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的教学均应围绕应用这一中心。 

首先要把实践教学作为一个体系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中，围绕专业培养目标

的要求，对不同的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系统的分析，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

高级，从单向到综合，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相对独立地形成一个有梯度、有层

次的、阶段性的实践教学体系（见图 2）。依托华为网络与信息技术学院，利用华

为优势资源，仿真真实环境，在教中学，学中做，突出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达

到了强化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 

计
算
机
应
用
技
术
专
业

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

基本技能

�双师型 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技能

综合技能

课程设计

指导性实验

实习、实训

专业认知

大作业

验证性实验

教学实验

验证性实验

专业教育

HICA
HCIP

数
通
工
程
师
认
证
、
1+X
网
络
系
统
建
设
与
运
维
（
初
级/
中
级
）

考
核
评
价

社
会
需
求
专
业
技
能

对
比
分
析

跟岗实习

设计性实验

顶岗实习

 

图 2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5、鼓励学生参加认证考试，提升就业质量 

20级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的华为 HCIP 数通网络工程师认证考试的内容，主要

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网络技术职业能力、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通过这些课程的学

习，让学生具备独立完成中小型网络设计、部署、管理和运维能力，能胜任网络

工程师和网络管理员等岗位工作。把 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考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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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植入教学过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与华为建立合作关系，将企业最新

网络技术、工程经验和教育资源融入到教学体系中，确保学生学习到最先进和实

用的网络，学完后这些课程，鼓励学生参加华为 HCIA/HCIP 数通网络工程师的资

格认证考试，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的认证考试，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坚实

的基础。 

（三）分阶段研究情况 

第一阶段（2019.9-12） 

项目调研阶段，认真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人才的需求进行分析，或者到兄弟院

校进行调研，学习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途径和手段，教学改革方面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们学校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现状，进行广泛论证，形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思路。 

第二阶段（2020.1-7） 

项目实施阶段，跟踪 19 级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改革考试评价办法，加大过程化考核的比重。并且修订 20 级人才培养方案，构建

职业岗位能力为主的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第三阶段（2020.8-2021.7） 

项目结题阶段，对本项目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全面总结，准备发表论文，撰写

结题报告，验收结题。 

（四）项目绩效 

 本项目的绩效如下： 

1、完善基于“赛教融合，课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了以素质培养为基

础，以能力培养为导向，教学做一体的课程改革。 

2、在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构建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单向到综

合，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相对独立地形成一个有梯度、有层次的、阶段性的实

践教学体系。 

3、学生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取得优秀的成绩，同时，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创新应用能力得到普遍提升，就业竞争力增强。 

2020 年 9 月，组织学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甘肃选拔赛



10 
 

网络系统管理赛项，获得二等奖一项，并且取得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

业技能大赛国赛资格。于 12 月 10 日，在广州举行。 

2020 年 9 月，组织学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甘肃选拔赛

网络安全赛项，获得二等奖一项 

2020 年 10月，组织学生参加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组）—网络系

统管理赛项，获得二等奖两项。 

2021 年 4月，组织学生参加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组）-计算机网

络应用赛项，获得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 

4、团队建设 

项目团队中，1人参加 2020 年华为暑假师资培训，考取华为 HCIA 数通工程师、

HCIA 安全工程师认证，并通过了华为 HCIA 讲师的认证；4 人参加“1+X”网络系

统建设与运维技能等级（初级）培训，并获取了技能等级证；3人参加 1+X”网络

系统建设与运维技能等级（中级）培训，并获取了技能等级证。 

5、华为工程师认证课程，在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广泛开设，受益学生数 500

多人。20 级学生已有一人通过了华为 HCIP 数通网络工程师的认证。 

三、研究成果 

本项目研究成果为总结报告，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赛教融合，课证融通”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份； 

（2）本项目的研究报告一份； 

（3）学生竞赛获奖； 

（4）课题组成员成果。 

四、示范推广情况 

 本项目的研究基于“赛教融合，课证融通”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的一般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普通性。同样，把“赛教融合，课证融通”应用在

“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 2020 年 9 月，

组织学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甘肃选拔赛网络安全赛项，获

得二等奖一项。 

修订 2021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