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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制度建设
对技术技能人才评价的挑战

——世界技能大赛试题的启发

赵志群，孙钰林，罗喜娜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动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的“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这是我国

证书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保证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高质量的

技能考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技能考试。分析发现，“世赛”试题具有采用反映典型工作任务

的竞赛题目、真实性评价考试模式、分析性量规，以及主、客观评分相补充的评分标准等特点。这启发我们，在

“1+X”技能考试的设计中，应全面理解当代社会“技能”的涵义，采用真实性评价设计策略，关注行动能力，

并借鉴能力测评理论开发高质量情境性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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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X”证书制度对技能评价技术的新要求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简称“职教20条”)提出在职业院校和应用型
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即
“1+X”证书)试点工作，这是我国在双证书基础上
进行职业证书制度建设的又一次重要探索。2019年
4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制定的《关于在
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
度试点方案》明确提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化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
革”的要求，把“1+X”证书制度作为“指导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畅通技术技能
人才成长通道，拓展就业创业本领”的重要手段，
这赋予了“1+X”证书制度在指导人才培养质量提
高方面的重大历史使命。

“1+X”证书制度建设在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
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我们不
难发现，我国双证书制度之所以没有取得完全成功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质量问
题，即技能评价结果预测效度不高，没有完全反映
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真实要求，以至于最终没有
被社会所认可。从目前公布的“X”证书试点资料
看，业界对技能证书的内容和考试方式理解还很模
糊。要想保证“1+X”证书制度成功实施，必须保证

“X”技能评价的科学性，即技能评价要满足效度、
信度、区分度和客观性等测评技术标准的要求。

技能评价是社会组织根据特定职业(或岗位)的技
能要求，采用一定测量工具对特定人群进行的考试、
测量和评估。传统的技能考试采用“知识+实践技
能”考试方式，其中知识考试一般通过多种方式的笔
试进行，实践技能部分通过对考生现场或模拟操作行
为过程和结果的观察进行评分。随着人类工作活动复
杂程度的提高，技能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直
接影响了考试的方式和方法。一方面，研究发现，除
了简单动手操作行为(如打字录入和点钞等)外，通过
观察法进行的技能考试的结果信度很低[1]，特别是在
对心智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领域，这种行为导向的考
试的局限性更大，更无法满足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
对专业考试的质量要求。另一方面，“引导行动的知
识”的诊断方法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例如，如何确
定究竟是哪些具体的知识片段能够决定专业人员是否
可以完成工作任务？如何组合、以及按照什么顺序组
合多种知识诊断方法，才能有效地判断出不同类型的
知识(如条件知识、因果知识、程序知识和工具知识)
等等[2]。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复杂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基础。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更是开
启了“工业4.0”的新时代。基于信息物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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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的智能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全制造流程数
字化，催生了高度灵活和个性化生产与服务模式
的建立[3]，这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
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技术人员要在最短时
间内熟悉工作过程和工作环境，适时对工况进行
准确认知，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数字化工作和学
习方式扩大了对“人—机协作”模式和生产组织的
设计空间，技术人员必须对“可能性世界”进行深
入的理解和探索，这需要具备更高的制定计划、判
断决策和分析复杂系统的能力，“技术正被深深地
嵌入在社会情境中，并为各种复杂价值关系所左
右”[4]。这说明，在未来的技能评价过程中，必须
用整体化的观念对待工作和技术的关系，在相对弱
化简单和重复性操作技能的同时，加强对诸如技术
敏感性等高层次实践能力的评价，从而促进学习者
的“价值理性”和“事实性评价能力”的发展，这
对技能评价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技能评价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经典课题，也是
一个世界性的难题[5]，“1+X”制度的技能评价必
须反映技术技能人才的发展性目标和职业规范的
双重要求。国际的发展趋势是采用表现性评价方
式，即采用在具体工作情境中针对复杂内容的开
发性试题[6]。这种基于建构主义的考评方式克服了
传统标准化测验仅能考查书本知识的弊端，但是
需要大量的组织和时间投入，这无疑又对教育技
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即：是否有可能开发针
对开放性试题的自动评分系统？当前，深度学习
等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复杂网络
分析、异常诊断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检索等
领域已有重要的应用[7]，这为未来的技能考试及其
自动化评分系统设计提供了启发。

在技能评价领域，技能大(竞)赛是一种特殊的考
试方式。世界技能大赛(WorldSkills Competition，下文简
称“世赛”)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技能大赛，它在促
进全球青年技能工作者(主要是职业院校学生)技能提
升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被誉为是技能领域的“世界
奥林匹克”。对于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素质的检验，
“世赛”有一整套更为准确和全面评价方法[8]，对
“世赛”的考试题目设计开展研究，可以为“1+X”
证书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方法和技术上的支持。

二、世界技能大赛的题目及评分标准分析

技能竞赛是为了解职业教育培训的成效，利用竞
争形式对职业技能进行评价和激励的社会活动[9]。与
我国目前重要的技能考试，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高
职院校招生的技能高考相比，“世赛”在竞赛目的、

赛项设置、考核环境、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等方面有
很多独特做法[10]。限于篇幅，本文讨论“世赛”的考
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对技能考试设计的启发。

(一)反映典型工作任务的竞赛题目
世界技能大赛赛项涉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制

造与工程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等国民经济的六大
主要领域，包括企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所需的多数
技能。“世赛”试题设计的基本理念是：职业技
能无法通过一道考试题来考察和甄别，每个赛项的
试题都是由一组内容相互关联的题目组成，被称之
为“模块”。如第44届“世赛”“商务软件解决方
案”赛项试题由5个模块组成，比赛时间共计20小
时。其中，模块一“分析和设计软件解决方案(4小
时)”要求选手按照给定商业案例，使用系统建模
技术进行分析、确定软件功能模块、绘制核心业务
流程UML图、绘制数据库ER图、设计数据字典并
完成数据分析与处理；模块二“开发软件解决方案
(13小时)”要求对功能进行代码实现，开发客户端
服务器系统、网络和移动终端接口；模块三“测试
软件解决方案(1小时)”对所开发的系统进行全面测
试，编制测试报告；模块四“编写软件解决方案技
术文档(1小时)”，为日后软件系统升级维护提供指
导；模块五“制作解决方案PPT(1小时)”总结提炼
开发思路、系统实现的功能。可以看出，“世赛”
题目是一个工作过程结构完整的综合性工作任务。

整体上说，“世赛”试题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技
术观，它将社会价值融入到技术的设计与使用过程
中，完整地展现了技术与社会文化间的互动，体现
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11]。又如“世
赛”“网络设计”赛项有四个模块，分别是“设
计”“布局”“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其中
“客户端”又分为两个子模块，即“客户端A——
拼图”和“客户端B——奥林匹克竞赛”。前者需
要3小时完成，占总分值的14.75%；后者需要2小时
完成，占总分值的10.25%，两项合计占总分值的
25%。试题内容要点如下表所示。

世界技能大赛网络设计赛项“客户端模块”赛题的内容表

模 块 基本要求

客户端A
——拼图

启动应用程序
使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结果
为了展示网页设计技巧，你决定创建一个名为自定义
拼图的小型网页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提交图片来创建
拼图，拼图的数量由开始时选择的难度级别决定。挑
战在于通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旋转和重新定位碎片
来重建原始图像。每个难度等级都有一个单独的等
级，当用户成功地重建拼图时会显示出来。
你可以请一位朋友构建应用程序的布局和数据库，
以适应不同的级别。你的任务是根据提供给你的需
求开发应用程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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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A
——拼图

客户端B
——奥林匹克

竞赛

奔跑者
道路
路标和终点要求
要开发一个开放源代码的游戏，允许一个玩家去控
制奥运圣火火炬手迈向里约热内卢的奥运圣火坛的
跨国接力行程。在这个游戏中，火炬手沿预先设定
的路线，沿途需避开多个障碍物，经过多个巴西著
名地标景点。设计者已准备好游戏的用户界面，现
在你的工作是继续开发前段游戏功能，包括动画、
游戏控制及用户交互

可以看出，“世赛”试题是按照职业的“典型
工作任务”(Professional Task，建立在工业社会学理
论基础上的职业教育学概念)理念设计的，即“代
表着一个职业的专业化水平的任务”。网络设计赛
项是编程工程师或程序员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它
有以下特征：(1)工作过程结构完整，包括获取信
息、制定计划、决策、实施、检查控制和评估反思
等环节；(2)涉及所有的工作要素，如工作的对象、
工具、材料、工作方法、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要
求；(3)工作的结果或工作流程具有一定开放性；(4)
能够促进从业者职业能力的发展[12]。尽管“世赛”
试题会提前半年公布，但是最终比赛时具体内容和
要求仍然会有30%的变化。完成此类任务需要很强
的综合职业能力，特别是获取信息、学习新知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这对选手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技
巧，以及学习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战。由于比赛现场
有很大的发挥空间，选手还需要有较强的现场反应
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涉及范围广的分析性量规 
为了判断工作表现和任务完成情况，技能考

试一般会采用两种不同类型的量规，即“整体性量
规”和“分析性量规”。“世赛”采用分析性量
规，其特点是内容精确，对细节进行详细的描述。
如网络设计赛项满分100分，分163个评分点，其中
最大的评分点3分，最小评分点仅为0.15分。在我
们分析的两个模块“客户端A——拼图”和“客户
端B——奥林匹克竞赛”中，最大的评分点为2，
最小为0.15。如评分点“应用程序中提供的动画的
质量(旋转件、提升件、显示模态)”赋分0.7分，分
4个等级，即“所有事件都没有动画”“使用简单
或较差的动画”“有些动画很好，有些则很差”和
“所有的动画都很好”，藉此可以准确评分。可以
看出，“世赛”的评分方式与我国传统技术技能考
试有较大差别。后者一般采用整体性量规，综合考
虑多方面要求，概括性强但不够精细。例如，湖北
省的技能高考是我国目前组织较为严密，设计精致
的技能高考，代表着我国的高水平技能考试设计。
2019年湖北省计算机类技能高考的“操作”部分共

有8个部分考核项目，如电子表格处理、幻灯片制
作、计算机网络应用等，它们都是根据总体结果进
行评判的。即便在其他一些操作性比较强的专业
如汽车维修，尽管加入了操作安全方面的要求，
如“造成人身、设备重大事故……，立即终止考
试，扣8分”等等[13]，但这里采用的仍然是整体性
量规。

分析性量规不是简单的操作技能标准，也不是
用来考核学生书本知识的积累水平，而是来源于企
业生产实际或产品质量的真实技术标准，它不仅针
对最终作品的完成情况和技术水平，而且还关注整
个工作过程的质量，反映行业的规范性要求[14]，这
不但为主观性评分提供了质量保障，也为职业素养
的评估提供了可能。

(三)采用真实性评价方式
传统的技能考试通过行为观察法和标准化考

试衡量考生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而“世
赛”通过与现实工作世界类似的真实性任务，让选
手应用专业知识、技能和策略解决问题，展现其对
知识的理解水平和应用能力[15]，这反映了“真实性
评价策略”，即通过完成与工作情境相似的真实性
任务展示知识技能的应用能力[16]。从以上案例可以
看出，“世赛”试题反映的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真
实性评价策略的特点是：(1)基于工作实践中具有
完整工作过程的真实工作任务，不把职业活动分
割成更小的子任务或操作单元；(2)评价标准包括
内容标准、过程标准和价值标准等多个维度，按
照企业要求进行全面评估，而不仅仅考核知识技
能点的学习获得；(3)评价量规细致全面，包括评
分标准陈述和等级达成度。通过真实性工作任务
考查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可反映选手对复杂工
作的理解和把握程度以及相关实践经验，这克服
了传统标准化考试仅能考察低水平书本知识和孤
立操作技能的局限性[17]，体现了职业的效度。

“世赛”评分标准按照企业实际工艺标准和产
品精度要求制定，这与我国通常做法不同，后者主
要围绕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制定的教学标准建立标
准体系。真实性评价不仅关注工作结果，还关注工
作中的技能细节，其评价的环境、方式和内容均需
反映真实工作世界的要求，这体现了建构主义学习
理念，即知识是在具体工作情境中由主体建构的。

(四)主观性评分和客观评分相互补充
正常情况下，典型工作任务没有唯一正确的

答案或工艺流程，如软件开发和网络设计等，裁
判的个人偏好和主观感受会对评判结果产生重要
影响。为了降低评分的随意性，提高评分信度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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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世赛”采用了主观评分和客观评分
两部分评分标准。如“路标和终点要求”部分有
六个客观分评分点，两个主观分评分点。主观评
分标准分四档，如“道路尽头奔跑的山丘的动画
质量”这个主观评价指标下，“没有动画或跑步
者直接出现在山顶”得0分，“跑步者在爬山时呈
现出非常单一或较差的动画与相同的跑步动作”
得1分，“跑步者爬山呈现出良好的动画效果”得
2分，“跑步者沿着跑道爬山时呈现了一个出色的
动画”得3分。三名裁判同时打分，当评分相差大
于1时，差异较大的两名裁判需说明理由并降低分
差，以保证评分者间信度。

客观分有严格的评判依据，也分两类。一类是
“是”“否”判断，如“游戏打开时会显示欢迎屏
幕”；另一类规定明确的扣分点，如“在每场比赛
中，必须至少有5个障碍物在路上，随机放置在跑
步场”，每错过一个障碍扣0.10，障碍物位置不随
机扣0.25。与此相比，我国传统技能考试通常采用
主观评分。例如，同样是设计类的技能大赛，全国
高职院校服装设计与工艺技能大赛评分标准有6个
评分项，如“服装整体效果美观；规格准确，比例
协调；工艺精致，松度平衡”。但什么是“工艺精
致，整体效果美观”？评分标准中未有说明，裁判
需根据经验进行主观评判[18]。可以看出，建立主、
客观评分标准相互补充的评分标准，可更好地反映
企业的实际，这不仅有利于考察被试学生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也有利于综合职业能力的评价。

三、世界技能大赛考试设计对X技能证书考试
的启发

当前我国的技能考试方法存在很多问题，在
技术上还很难完全支撑“1+X”制度的建立和发
展，这表现在考试的理念和方法方面。“世赛”
作为国际高水平的技能考试，为X证书制度的考试
设计提供了范例。

(一)全面理解当代社会中的“技能”
技能是个体在已有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经过练

习形成的规则性的动作体系，是“智力活动方式和
肢体动作方式的复杂系统”[19]。在现代技术和社会
条件下，技能的涵义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世赛”
的题目说明，技能已扩大到了“能力”的范畴。事
实上，英文的Skill与能力(Competence)几乎是同义
的，能力是“人们在程序化的资格考试中展示出来
的技能”[20]。技能的能力化发展趋势也反映在《欧
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等
国际有重要影响的法律法规文献中。据此，技能

是“学习者应用知识以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包括认知技能和操作技能[21]。国务院“职教
20条”明确指出“院校内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
的综合能力”。X证书的技能考试应当反映被试的
综合能力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不仅要评价动手操作
技能，而且还要评价认知技能(或称为心智技能)。
由于认知技能具有动作对象的观念性、动作执行的
内潜性和动作结构的简缩性等复杂性特征[22]，对认
知技能的鉴定无法通过简单的操作技能考试实现，
这是“1+X”制度建设的一个主要技术性困难，在
此必须关注有关能力评价的理论和实践。

(二)真实性评价的试题设计策略
从国际上看，建立技能等级(资格)证书最早是

从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考虑的，主要采用
行为主义评价方式，如英国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NVQs)等。据此，技能作为“可利用的学习成
果”，具有统一性和可被测量的特征；技能考试旨
在考察“经过有目的、有组织反复练习形成的自动
化的动作和技巧”[23]。在现代社会，这种行为主义
的操作技能考试无疑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即便
是雇主理解的技能也还包含一些其他属性，如可靠
性、无监督工作的能力和稳定性等[24]，这些无法通
过行为观察评定的要素，恰恰是综合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教育学视野中，技能考试需要关注认知和
精神运动领域的内容，甚至个性化发展特征。例如
按照情境学习理论，从事一项工作所需能力是在特
定工作情境中被调查和获知的，这只能采用案例分
析或民族志方法来评估[25]；属于隐性知识范畴的工
作过程知识也只能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被辨识出来。
高质量的技能考试需要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以情
境考试方式)进行，这是“世赛”对我们的重要启
发。当然，针对不同级别技能的评价方法有所不
同：对初、中级技能的评价相对简单，而高技能人
才评价需要更复杂的综合性方法，有时甚至需要依
据学习档案和工作业绩等成长记录[26]。基于真实性
评价理念的操作技能和认知技能发展考试范式，
对X证书制度中较高级别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技能认
证，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三)考试的重点是“行动能力”
“职教20条”要求X证书要反映综合能力发展水

平，即反映与生涯发展相关的方法、知识、技能和价
值观，这只能在具体的职业行动(Action)中表现出来，
即X证书考试要考察学生的职业行动能力。

行动理论认为，“行动”和“行为”的最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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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于是否具有意向性。行为是单纯的肢体运用，
而行动具有意向性和社会属性，是一定社会语境下
的行动[27]，即：在行动之前分析问题、寻找可能的
解决方案、比较判断并做出行动决策；在行动过程
中遇到新情况时修正原来的行动方案或制定新的行
动方案[28]。行动过程就是能力的发展过程，需要遵
守书面或经验性学习的规则。相应的，职业行动能
力是“个人在特定职业、社会和私人情境中，进行
缜密而恰当的思考并对个人和社会负责任行事的意
愿和本领”[29]。对行动能力的评价，只能采用综合
性工作任务考试形式，考察考生在工作中的规划、
实施、控制调试和总结反思的能力。

我国传统技能考试常把复杂任务简化成小的子
任务，并对考试设备做一些人为的设定(预设故障
等)，这在提高可行性的同时，却大大降低了任务
的复杂性，因为碎片化的子任务和标准化试题无法
体现综合能力的整体性要求[30]。如何不把综合性任
务分解成子任务(即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
部分之和”思想)而又能进行技能考试？“世赛”
的考试题目和评分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职业行动能力概念的推广，是职业教育从“技能训
练”发展到“能力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技术
技能人才要求的变化和提高。

(四)借鉴职业能力测评理论和方法
现代化的职业能力评价不仅关注能力发展的结

果，而且还关注能力发展过程，这就在传统技能考
试基础上发展出了第二种能力评价方式，即“能力
测评”。二者的区别是：“考试”针对教学标准，
考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有对错之分，反映课
程的效度；“测评”评价与特定工作相关的认知特
征和认知水平，针对职业能力发展状况，只有水平
高低之分而没有标准答案，反映职业的效度。尽管
有很大区别，但是能力测评方法仍然能为技能考试
的方法设计提供参考。

职业能力测评旨在评估学生应用专业知识和
技能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可采用质性、量
化和混合式的评价方法。质性方法可对被评价者
的内隐特征进行考察[31]，常见的如能力总结汇总法
(Competence Balance)和能力护照(Qualipass)等[32]。此
类方法实施过程比较复杂，对评价人员的专业要
求较高，与职业院校的过程性评价有很大联系，
可作为院校实施“1+X”制度的参考和补充性工
具。纯量化方法很难用于有效的技能评价，目前
较多采用混合式测评方法，国际有影响的能力测
评方法如COMET(职业能力与职业认同感测评，英
语Competence Measurement的缩写)[33]、ASCOT(技术

支持的技能与能力测评法，英语Technology-based 
Assessment of Skills and Competences in VET的缩写)[34]

和SOLO(可观察学习结果结构法，英语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的缩写)[35]均采用心理
测量技术建立测评模型。实践证明，以“从初学
者到专家”(From Novice  to Expert)能力发展逻辑为
基础建立的COMET职业能力测评法有较高的评价
效度[36]，其开放性的测试题目也被企业和学生所认
可。这提醒我们，应考虑参照能力测评方法建立X
技能考试模型，包括考试组织流程和评分模式(笔
试、实操和口试)，以及全方位呈现考试结果的方
式，既保证专业内容效度，又满足科学性要求。 

(五)情境性考试题目的开发
行动能力评价的最大困难是开发情境性考试

题目，即有助于观察和确立工作能力和态度的标
准化案例性任务，它既要反映重要的实践价值，
又要能藉此评判被试者的职业技能的高低。专家
智能(Expertise)研究发现，只有完成典型工作任
务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方式才可以被抽象化和普世
化，并被迁移到类似的工作任务中，对职业能力
(技能)的全面评价只能在完成典型任务的过程中进
行[37]。教育家格鲁施卡(A. Gruschka)在发展性任务
(Developmental Tasks)理论基础上定义了情境性考试
任务，即被试在真实工作条件下进行工作，通过对
其工作行为、工作成果的观察和必要时对特殊工作
环节的解释，评价其职业能力发展水平，通过解决
(或未成功解决)问题的方式，揭示实践问题解决策
略，包括职业学习策略、专业化的工作策略和专业
合作策略等[38]。在情境考试中，考生以规划形式制
定项目方案并详细说明理由，做实施准备，并将计
划付诸实施；在口试中考生展示工作结果，对工作
结果和过程进行自我评估，对实施结果偏离计划的
情况进行说明。情境性考试与真实的工作过程联系
紧密，这不但能对个体的职业能力进行评价，也为
职业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一个社会组织在履
行其管理和生产职能、建立高效的生产、服务和组
织管理模式时，经济技术指标已经不是唯一的决策
依据，员工的技能和综合素养具有重要的影响，包
括基本技能、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工作
的人性化设计”[39]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性化的工作
设计是智能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必须
实现从“适应导向”向“设计导向”的范式转变，
培养的学生不仅要适应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还要
有能力“本着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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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计和塑造未来的技术和工作世界”[40]。未
来的职业教育人才评估应当按照“完整的行动模
式”(Vollständige Handlung)[41]，将考试题目设计成
为学生全程参与的包括计划、实施和评价等步骤的
完整的工作过程，避免过分精细的任务划分。这
样，不但可以较好地解决促进学习者个性发展的
“教育性目标”和适应企业岗位要求的“实用性目
标”之间的矛盾，满足企业岗位工作的现实需求，
也可以为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从更
高一个层次看，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实现立德树人
教育目标的要求，即职业教育培养的不仅是简单的
操作者和实施者，而是具有系统职业能力和领域特
长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劳
动者。

“世赛”在组织设计方面也为“1+X”制度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经验，如建立权威的“实践专
家”组织，依托行业部门推荐遴选权威专家而不仅
仅是个别公司组织的专家团队，通过专家团队的权
威性保证试题命制的科学性；完善组织实施过程，
包括技术文件公布、合作企业遴选、技术平台和评
判细节的确定等环节，而不仅仅由各“技能评价组
织”确定，等等。“世赛”比赛过程全程开放观
摩，对推动职业院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也有重要的
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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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of “1+X” Certificate System to Skill Evaluation Technology 
— Inspiration from the Test Questions of the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Zhao Zhiqun, Sun Yulin, Luo Xin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launched a pilot program of “1+X” certificate for 
vocational college and applied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this i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certificat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t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is high-quality skills test.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skill test in the world. Analysis about the test questions of 
World Skills shows that the test questions reflect typical professional work tasks, authenticity evaluation model and analytical gauges, 
as well a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coring rating criteria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kill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1+X ” skills tests should adopt cognitive authenticity evaluation 
design strategy, focus on action competence,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vocational competence assessment theory to develop situated 
examination questions.
Keywords: “1+X” Certificate; Skills Test; Authenticity Evaluation; Action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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