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引言1

近年来，《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

2023年）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

等文件的相继下发[1]，聚焦课程改革和教育的赋能增

值。高职院校加强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

于课程改革，切实保障课程教学内容满足实际生产岗位

需求，并借助在学校举行的考证和比赛，推动学生提升

职业技能。而随着5G新基建建设蓬勃发展，带来工程技

术人才需求的大幅增长。工程建设产业链对具备通信勘

察设计与概预算能力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在此情况下，

本文基于国内外通信产业链人才需求和标准要求，分析国

内外类似课程的开展情况，对接行业，梳理岗位群，分析

和重构产与教的关系、方向和重点开发对接岗位、考证和

技能大赛课程体系，以“三教”改革促进促进综合育人。

一、国内外课程开展现状

（一）国内现状

《通信勘察设计与概预算》课程作为通信工程专业的

核心课程之一，已得到了广泛的开设。石家庄和江苏多

家高职院校开展了类似教程，有侧重在于工程制图的认

识、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标杆测量和仪器测量，侧重点

在于CAD使用和制图；也有侧重于通信线路、通信管道、

通信基站和室内分布系统的勘察设计和概预算编制等。

上述课程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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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内容侧重点偏向于本校课程。比如 CAD 使

用和制图，部分院校有这部分内容，那么该模块对多数

院校则不合适。

（2）课程内容过于宽泛，不够精细与深入。大多数

课程都把线路、管道等内容放在一门课，导致内容过宽

但是深度不足。

（3）缺乏产教融合。多数课程内容缺乏企业实际案

例，使用的预算编制定额滞后过长。

（4）课程内容与技能竞赛衔接不紧。职业技能竞

赛和 1+X 考证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大创新 [2]，通过以

赛促教，以赛促改的目的，但目前大部分课程缺少该

模块内容。

（二）国外现状

目前，国外通信工程产业链岗位区分度较低，大多

数为主设备运营商负责整个网络部署，如中兴、华为等

国内厂家一般外包国内设计院或自营实施，人员要求具

备规划设计和工程造价把控能力。

二、“产教融合”与“岗课赛证”改进策略

（一）技术路线

通过理清产教融合和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的内在

逻辑关系、以就业为导向精准确定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和

“校企”双元需求内在动力的多方面的要素，针对通信

勘察设计与概预算改革做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现状分析：深入调研国内通信产业链工程技术人员

需求和相应的岗位资格标准，研究国内外类似课程的开

展请求。

理论分析：深入调研分析，产教融合和岗课赛证与

本门课程的关系、方向和重点。

产教融合和岗课赛证背景下的改革与研究
——以《通信勘察设计与概预算》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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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信勘察设计与概预算》课程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专业核心课程，以培养通信产业链咨询设计、施工项目

管理和结算审计等多个岗位的任职要求为目标。本文参照工程服务产业链各岗位的资格标准，以“实用性”和“职

业技能性”为指导，会同企业技术人员，设计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以及对接1+X考证和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构建高质量的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和职业技能素质。实践证明，

产教融合和岗课赛证背景下的课程改革作用下，学校课程建设、1+X考证和技能竞赛等取得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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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与资源开发：基于分析结果，开发相应的

课程内容，引入虚拟仿真技术实施赛证融通内容。整合

行业资源，邀请企业专家参与课程教学 [3]，编写教材、

企业一线工程案例和题库等。

教学实施：采用任务驱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

式 [4]，引导学生逐一掌握课程模块内容。

评价与反馈：通过 1+X 考证和技能竞赛以及学生就

业表现反向评价课程改革成果，不断优化课程内容和教

学方法。

（二）课程改革策略

通信勘察设计与概预算课程按照满足工程建设领域

的项目管理岗位、勘察设计人员和施工结算人员多个岗位

的基本要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产教融合”为背

景，结合专业国家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上，提炼典

型项目任务，融合“1+X考证”和技能竞赛内容，进行一

体化设计。课程设计以工程项目为载体，按照“工程项目

认知→基站工程勘察→基站工程设计→工程概预算→赛证

融通”的顺序安排教学内容。具体课程设计如图2下：

图1　技术路线

图2　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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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认知：介绍通信工程项目建设流程、通信

产业链到通信工程、通信工程到工程设计。

通信基站勘察：包括现场环境调查、站址筛查和设

计查勘，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真实勘察场景。

通信基站工程设计：讲解通信工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设计要点和模块化设计方法，引导学生参与项目设计。

通信工程概预算编制与审查：讲解概预算编制方法

及依据，通过工程案例讲解和综合实训提高学生编制概

预算能力。

赛证融通：通过项目实践、1+X 考证、技能竞赛等

形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通过教学内容的重构，明确通信勘察设计与概预算

课程的教学目标。其能掌握各通信工程勘测流程、方法，

掌握通信工程识图、制图规范，掌握定额套用、概预算

编制和设计会审和交底等工作，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

益求精、团结协作、自主探索职业素养。

三、课程改革效果

（一）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 [5]。在《通信勘察设计与概预算》

课程中，通过与现代移动通信技术校外实践基地支撑企

业中通服有限公司深度合作，完成校级课程开发、教材

出版和引入企业高级人才担任客座教授，见图 3，将企业

一线的工程案例融入课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6]。

图3　改革效果

（二）岗课赛证

岗课赛证是指将岗位技能、课程内容、技能竞赛和

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7]。在《通信勘察设计

与概预算》课程中，通过将 1+X 考证和全国职业技能竞

赛内容设计在课程内容，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即可获得

行业认可的资格证书 [8]，增强就业竞争力，实现赛证融

通。自课程改革以来，截止 2024 年 7 月，移动专业共有

156 人次通过“1+X”技能等级考试，获省级职业竞赛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见图 3 展示部内容。

结论

本文针对《通信勘察设计与概预算》课程进行了全

面而深入的分析与规划，结合国内外通信产业链人才标

准，提出了一些教学改革措施。基于产教融合和岗课赛

证等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引入，实现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

的有效对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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