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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类型教育特征 重构基于工作岗位的新型课程体系 

关键词：岗位能力 新型课程体系  类型教育  

一、案例主题 

把握类型教育特征，将“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作为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校企合作重

构基于工作岗位能力分析的新型课程体系，有效解决人才培养与

企业需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二、背景与起因 

2019 年 2 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方案》

对职业教育类型课程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基于课程体系

的系统性、完整性进行改革，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 

2019 年 6 月，《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规范课程设置”，要突出职业教

育的类型特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此规范人才培养全过

程，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类型课程体系开发是关系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的核心，构建和探索职业教育类型课程体系，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

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020 年，山东职业

学院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开始试点立项，进行课程体系

重构及课程开发，在实践中前行，探索出一条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

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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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做法 

（一）组建“专业教师+企业专家+方法论专家”的课程开发团

队 

选取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作为试点专业，学院与济南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地铁”）、领悟教育集团

共同组成课程开发团队，团队成员由专业教师、企业专家、方法论

专家组成。 

（二）运用 DACUM 课程开发模式构建新型课程体系 

1.选取典型工作岗位。确定了车辆检修、车辆驾驶岗位为典型

工作岗位。进行调研及实地访谈，分析行业动态，梳理国家、行业

职业资格标准，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企业岗位能力的差异性

分析。 

2.开展课程开发“工作坊”。以“工作坊”形式开展岗位工作

任务分析、岗位知识能力素养提炼、岗位培养体系设计、岗位课程

体系搭建、岗位学习地图构建等工作，形成“岗位标准套表”“企

业课程体系套表”“学校课程体系优化套表”“岗位 KSQ 提炼套

表”“岗位学习地图”等文件。 

3.提炼专业知识点与技能点。课程团队对城轨车辆技术专业

面向的工作岗位进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任务分析，将岗位涉及的知

识点需求进行碎片化整理，以工作任务为主线，提炼出 300 多个

专业知识点与技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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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岗位知识点、技能点梳理 

4.基于 FID 序化形成课程体系。基于学分制改革，以“岗位

技能体系”为主线，基于岗位典型工作任务解构必备技能，按照

FID（F，频繁度；I，重要度；D，困难度）逻辑顺序序化形成系统

完整的专业技能体系；同步解构所需专业知识，按照“必要为主、

适度扩展”原则，序化形成“相对系统性”的专业知识体系。将典

型工作任务整合转化为项目课程，序化构建“岗位技能体系完整、

知识体系相对系统”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课程体系。 

 
图 2  工作任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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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学团队梳理课程体系 

 
图 4 项目制课程开发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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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车辆检修岗位课程体系 

5.开发核心专业课、活页式教材 

按照一体化开发思路，教材与项目化课程开发同步进行，校企

围绕岗位生产活动，对接企业生产文件，打破学科体系、知识本位

的束缚,开发活页式教材和工作手册式教材，突出应用性与实践性。

教材内容体现模块课程所要求的基础知识、专业理论、专业技能及

行业企业标准、新技术新工艺、企业案例等内容。 
   

（三）创新岗位培养方案评价方式，开发校-企匹配度测评工

具 

以岗位培养方案和岗位需求的匹配度作为岗位培养方案的评

价依据，开发校-企匹配度测评工具，对学校的“教”和企业的“用”

实施动态检测，根据岗位需求不断调整课程体系结构，最大限度满

足企业用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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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校企匹配度检测结果举例 

四、成效与启示 

1. 精准对接职业岗位能力与素质要求构建课程体系，实现专

业教学与岗位需求的有机衔接，打通校企最后一公里，形成了课程

体系开发的山职模式； 

2. 校-企匹配度测评工具的开发，破解了学校教学与企业需求

匹配度难以检测的难题，打造了以课程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岗位培

养方案评价的新范式。  

3.通过构建基于岗位的新型课程体系实践，形成了方法论专

家引领下的“校+企”团队参与教学改革的能力，真正凝聚校企合

力，形成育人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