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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为了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网络技术人才，本校计

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对接国基北盛（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

华为 1+X”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两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施“岗课赛证”融通的人

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以企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将课程教学、技能竞赛、职业证书有机结

合，实现校企互动、产教一体、赛教融合、赛训融合。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实践表明，该模式使学生双证获取率提升至 90%以上，对口就业率提高 21%，

企业满意度达 92%以上。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政策背景

 职教改革政策演进（2019 年职教 20 条、2021 年《职业教育法》修订）。

 1+X 证书制度试点进展（教育部数据显示试点院校达 4523 所）。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云计算人才、网络系统运维人才的需求（人社

部预测 2023 年缺口分别达 120 万和 100 万）。

（二）行业需求分析

1. 云计算行业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通院）发布的《云计算白皮书（2023 年）》及第

三方机构（IDC、Gartner）数据，2023 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预计突破 4000



亿元人民币 ，其中云计算运维服务占比约 20%-30% ，对应市场规模约为 800

亿至 1200 亿元。

 典型岗位能力需求

 云平台管理

 熟练操作主流公有云（AWS、Azure、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及私

有云（OpenStack、VMware）。

 掌握云资源（计算/存储/网络）的部署、监控、备份及灾备策略。

 云原生技术

 精通容器化技术（Docker、Kubernetes、KubeEdge）及服务网格（Istio）。

 熟悉 Serverless 架构（如阿里云函数计算、AWS Lambda）和微服务

治理。

 自动化与 DevOps

 熟练使用 Ansible、Terraform、Jenkins、GitLab CI/CD 等工具实现

基础设施即代码（IaC）。

 具备 Shell/Python/Go 脚本开发能力，优化运维流程。

 监控与优化

 掌握云监控工具（如 Prometheus、Zabbix、云厂商原生监控）及日志

分析系统（ELK、Splunk）。

 能分析云资源成本（FinOps），优化资源利用率。

2. 网络行业



 根据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如 IDC、Gartner、艾瑞咨询等）的公开数据及行业

趋势分析，2023 年中国网络系统运维市场规模预计在 1500 亿至 2000 亿元人

民币之间。

 典型岗位能力需求

 网络架构设计与实施

 熟悉主流网络协议（TCP/IP、HTTP/HTTPS、BGP、OSPF 等）。

 掌握 SDN（软件定义网络）、NFV（网络功能虚拟化）、IPv6 等技术。

 具备数据中心网络、园区网、广域网（WAN）的规划与部署经验。

 云计算与虚拟化

 熟练使用云平台（AWS、Azure、阿里云、华为云等）。

 理解容器化技术（Docker、Kubernetes）及微服务架构。

 网络安全

 熟悉防火墙（如 Cisco ASA、华为 USG）、IDS/IPS、WAF 配置与策

略管理。

 了解零信任架构、威胁检测与响应（SIEM 工具如 Splunk）。

 自动化运维

 掌握 Ansible、Terraform、Jenkins 等自动化工具。

 能编写脚本（Python、Shell、PowerShell）提升运维效率。

 故障排查与性能优化

 具备网络监控（如 Zabbix、Prometheus）和日志分析（ELK）能力。

 熟悉 QoS、负载均衡（如 F5、Nginx）配置与调优。

（三）现存问题剖析



传统课程体系与 X 证书衔接的“三脱节“现象：

 知识体系与岗位需求脱节（理论强实践弱）

 教学内容与证书标准脱节（滞后性突出）

 评价方式与职业能力脱节（重考试轻实操）

（四）研究价值与意义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鼓励

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

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创新之举。“1+X“中的 1 是指

学生需要按要求获得学历教育证书，学校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X 是根据

职业等级来对学生进行职业岗位技能教育。教育部要求职业教育院校建立出自己的“学

分银行“，根据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学生的知识、技能学习成果进行有效检

验、转变，促使书证有效融合。互联网产业的不断发展，促使云计算、大数据、智能人

工等新型信息技术融入到社会各行业各领域，也使高职院校加强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人才的培养力度。将“1+X“证书制度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有效融合，既要

立足于现有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又要根据社会岗位需求，增强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和掌

握更多专项技能，以适应社会对岗位需求。

二、“岗课赛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保障

（一）制订“岗课赛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和华为 1+X”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国基北盛（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X“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对接，

按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要求，结合企业岗位需求，与合作企业工程师共



同梳理、定位本专业职业方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毕业要求等专业人才培养关键要

素，制订“1”和“X”深度融合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了 2 个方向的课程内容，一个是云计算方向

——对应 1+X”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另一个是网络方向——

对应华为“1+X“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该课程体系下编写课程

标准、建设教学资源、设计教案、制定课程考核方案、编写学习任务书和实训任务书、

技能题库等，让学生学习的内容与“1+X“证书考核内容达到无缝衔接。

（二）打造高素质教学团队

1. 组建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和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教学团队

为加强企业和教师的合作研修，积极鼓励本专业教师进入企业学习，提升自己的岗

位技能，同时引进企业一线工程师进入学校参加教学科研，保证校企团队人才实现双向

学习，实现企业讲师和学校教师自身教学实力的全面提升。经过近 2 年的努力，形成了

云计算和网络两个教学团队。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教学团队由 5 位专业教师，1 位企业工程师组成。6 位教师

都具有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的教学经验，其中 3 位专任教师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

验，实践经验丰富。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教学团队由 6 位专业教师，1 位企业工程师组成。7 位教师都

具有网络系统建设运维的教学经验，其中 4 位专任教师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实

践经验丰富。

通过引进专业专家或企业工程师到校授课，将企业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带进课堂，

通过企业人员的讲授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企业先进文化和知识；同时组织学生到企业进

行短暂跟岗实习，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从而形成“校企联动、工学结合“双向的人才



培养模式。并依据教学进度计划，将行业岗位中的先进计算机技术、企业项目、工序引

入到课程体系中，让学生全面进入行业环境中学习行业专项技能，并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且学校需要根据行业人才应聘标准、规范等改进专业课程内容、标准，最终形成对

应化的课程结构，让学生更加真实的走进岗位。教师也需要根据专业自身特点，根据产

教协同发展机制开发出适合学生参与的岗位试点项目教材，以此保证学校专业教育及时

跟进岗位现状，解决教材落后的问题，从而为企业提供时代性技术人才。

2. 师资培养

组织教学团队成员认真学习 1+X 证书制度先进理念、深入研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做好专业教学整体设计，培养满足新技术、新技能培养培训需求的教学创新团队。假期

组织教师参加华为 1+X、国基北盛（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师资培训，不断提高专

业教师实施教学、培训和考核评价能力。



（三）建设基于“岗课赛证”的华为网络实训室

学校设有省级云计算技术实训室和华为网络实训室，配备了满足 1+X 教学需求的

硬件资源和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云平台课程资源。华为网络实

训室不仅支持教师开展基于 1+X 证书的教学活动，还支持学生参加网络技能竞赛和认

证考试，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下图为华为网络实训室：

三、“岗课赛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一）课证融合

将课程教学内容与国基北盛 1+X 证书内容相互融合，教学团队通过对国基北盛

1+X 证书内容进行细分，将知识点融入课程体系中，开展教学改革，实现课程内容和职

业标准的对接。下表为”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课证融合表：



将课程教学内容与华为 1+X 证书内容相互融合，教学团队通过对华为 1+X 证书内

容进行细分，将知识点融入课程体系中，开展教学改革，实现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的对

接。下表为”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课证融合表：

教学团队建立了多门专业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将华为 1+X 证书知识模块细分融

合到不同专业课程中，搭建了泛在学习环境，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优化学生

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并通过教学平台进行推广。

以核心课程《网络构建与管理》为例，团队成员共制作原创视频 21 个，共建题库

185 题，并使用华为 eNSP 软件创建自动阅卷模拟考试题，用于学生自我检测，提升实

践能力。



（二）赛课融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系统管理”赛项包含 Windows、Linux、网络构建三

大模块。教学团队通过将技能大赛网络构建模块真题按知识点分类，融入到《网络构建

与管理》课程中，实现赛课融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云计算应用”赛项包含云平台服务、云应用开发、云系统

运维三大模块。教学团队通过将技能大赛云平台服务模块真题按知识点分类，融入到

《Linux 高级应用》课程中，实现赛课融合。



（三）岗课融合

教学团队与校企合作工程师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出发，将企业的职业标准、规范、

内容要求融入到课程体系的构建中，对教学内容进行项目化设计，实现校企互动、产教

一体的深度融合模式。通过课堂实训、现场工程实训、项目工程实习三个实践教学环节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注重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让学生掌握技术技能的同时具备

职业道德素养。

（四）开展全员参与的竞赛活动

1.“科技节”技术技能竞赛

教学团队组织学生参加我校“科技节”技术技能竞赛。通过竞赛举办，同学们认识

到相互间的差距，增进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专业技能水平，为今后参加高水平比

赛打下了夯实的基础，逐步形成“赛教融合”、“赛训融合”的竞赛格局。



2.组织校内 1+X 证书考试选拔赛

考证之前组织校内理论赛、实践赛两轮比赛选拔优秀学生分别参加两个 1+X 证书

的考试。

四、1+X 证书助力我校“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显著提高网络人才质

量

经过两年的“岗课赛证”融通育人，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截至 2023 年底，已有 100 名同学参加华为 1+X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考试。2023

年证书通过率 95%，远高于同类院校水平。学生通过项目实践，不仅掌握了网络规划、

建设、运维的专业技能，还获得了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为今后的就业和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 2023 年底，已有 120 名同学参加国基北盛 1+X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考试。

2023 年证书通过率 80%，高于同类院校水平。学生通过项目实践，不仅掌握了云平台

管理、云原生建设、自动化运维的专业技能，还获得了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为今

后的就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和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两个 1+X 证书助力我校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岗课赛证”的融通育人，有效地提升学生职业技术技能，显著提高了人

才培养质量。日后本专业将依旧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网络管理和云计算方向在师资

培训、实验实训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与华为公司、国基北盛（南京）公

司持续开展深入合作，为学校探索职业产教融合迈出重要一步。

五、结论与展望

本课题通过重构课程体系，落实课证融通，将“1+X“证书制度与计算机网络技术

专业人才培养有效融合符合现代化人才培养趋势，也有利于推动高职院校实现教学改革，



因此高职院校在落实双证制度教学目标时既需要立足于学生实际技能掌握现状，也需要

根据社会岗位要求，为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建立专业化、综合型学校教学和岗位教学相

结合的教学体系。展望未来，需要在智能化教学、国际化认证对接等三个方面深化：

 构建智能诊断系统，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

 开发“证书学分银行“，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扩展国际认证对接，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