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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专业认证体系是确保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基于江苏省高
职专业认证通用规范，以成果导向理念为指导、以反向设计专业认证体系为原则，构建云计算
技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探索职业院校的专业认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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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教体系

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落实《职业

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 提出的

“探索高职专业认证”要求 [1]，江苏省高教学会成立

江苏省高职专业认证委员，并由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以下简称“我校”）牵头，联合 22所省内院校开

发了《江苏省高职专业认证通用规范（试行）》，探索

省域高职专业认证试点工作。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认证是由专业性认证机构对省域内高等职业

教育机构所开设的专业实施的专门性认证，由江苏

高等教育学院高职专业鉴定委员会会同该专业领

域的教育工作者共同开展，以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是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专业认证的内涵

专业认证是来自行业和学术界并经过培训的

代表所组成的专门认证机构，根据公认标准对高校

专业教育进行的定期质量认证，是国际公认的教育

质量外部保障体系[2]。

为建立中国工程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推进中国

工程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建立与工

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 促进工

程教育与产业、企业对接，增强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对

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促进中国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

增强国际竞争力， 中国成立了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

会（CEEAA）[3]，专业协会和学会应与该领域的教育

工作者一起对高等教育工程专业进行资格评估。

《江苏省高职专业认证通用规范（试行）》以国家

和江苏省有关高职专业建设的政策要求为指导，借

鉴国内外高等教育专业认证的有益经验， 基于成果

导向（OBE）的工程教育理念[4]，从学生发展、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教学实施、持续改进、师资

队伍以及支持条件等方面对专业进行自评和他评。

二、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

成果导向的专业认证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以成果为导向”和“持续质量改进”3大核心理念[5]。

（一）以学生为中心

专业认证贯彻“以人为本”的评价理念，8 项标

准均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作为学校或专业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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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业认证的八个体系化建设图

现代职教体系

服务对象，在课程安排、资源配置、学生服务等方面

都有明确的规定。 用人单位和学生对学校或专业提

供服务的满意度是他们能否通过认证的重要指标。

同时，认证指标体系明确要求将（所有）学生的学业

成绩作为认证的重要内容而非部分“代表性成果”，

并要求建立有效的学生成绩评估体系。 从“教”为中

心转移到以“学”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响应

学生提出的任何个人需求， 而是以学生的培养为中

心，以“是否有利于学生实现培养目标”为评价原则，

对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硬件设备等条件的支持程度

进行评价。

（二）以成果为导向

所谓“成果”，是学生在一段特定的学习经历后

所展示的预期学习结果。 以成果为导向即分别从培

养目标与毕业要求两方面对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评

价。 成果导向理念与传统教学理念最大的不同就是

对于产出的重视，提出要以学生自身的反馈为驱动，

引导学生积极学习，以学生的日常表现、个人作品和

小组活动形式为评价内容， 关注学生如何取得学习

成果，对学生的学业产出进行多元评价。这就要求被

认证的专业必须通过举证来证明每个合格的毕业生

能够达到的目标要求； 目标和毕业要求必须指导日

常教学活动， 帮助每一个承担教学任务的人明确自

己的职责； 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必

须分解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项目而后进行追

踪评价。

（三）持续改进

教学管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优化和改进教学过

程及效果。要达到改进的连续性，常态化的评估是基

础， 只有反馈机制及时且通畅才能达到质量监控效

果。改进的效果也同样需要通过学生的表现来体现，

这就要求认证的专业除了关注学生毕业时培养目标

达成度，还要构建对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体系，了解

在不同阶段在校生知识、能力、素养的增量。 为此可

以将全面质量管理程序（PDCA 环，也称戴明环）[6]引

入质量控制体系中，通过计划（Plan）、实施（Do）、评

估（Check）、改进（Act）四个环节，形成一个教育管理

的闭合循环， 便于管理层实时监测、 及时干预与调

整。同时，该专业还需要面向行业企业的需求和就业

标准，建立开放的专业教育体系，不断吸收行业和企

业专家的建议，实现自身与外界的信息流动，不断更

新培训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三、反向设计的课程体系建设

（一）反向设计

反向设计是成果导向理念的重要实施原则之

一，是相对于传统的正向设计而言的[7]。 正向设计以

课程为导向，教学设计从课程体系的构建出发，确定

实现教学目标的适宜性。反向设计从需求出发，用需

求确定培养目标，用培养目标确定毕业要求，用毕业

要求确定课程体系。《江苏省高职专业认证通用规范

（试行）》 的 8个认证标准基于反向设计、 正向实施

（如图 1所示），首先获取学生发展的目标需求，然后

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指标点），根据指标

点确定课程体系，在教学实施中不断持续改进，最大

程度保证教育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

（二）课程体系的内涵

课程是实现毕业要求的基本单元。 课程是否有

效支持相应毕业要求的实现， 是衡量课程体系是否

符合认证标准要求的主要标准。 课程体系标准项的

核心内涵是要求专业课程体系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实现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课程设置能够“支持”毕业要求的达

成。 所谓“支持”包括两层含义[8]：一是整个课程体系

能够支持所有的毕业要求，即在课程矩阵中，每个毕

业要求指标点都有适当的课程支持， 支持关系可以

得到合理解释。 二是每门课程都能实现其在课程体

系中的作用， 即在课程大纲中明确课程目标与相关

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能有效实现课程目标， 根据课程目标设计课程评估

的方式、内容和评分标准，评估结果可以证明课程目

标的实现。

合理的课程体系设计应根据毕业要求确定课程

反向设计

正向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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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体系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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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设计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 要

求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课程体系设计的目的是确保

课程内容及时更新，符合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

（三）课程体系的设计流程

课程体系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矩阵表、 评价体

系、Rubrics 等科学的工具和方法， 证明现有的课程

体系已经形成了实现毕业要求的框架，如图 2 所示。

课程体系设计必须有行业、企业专家参与。

第一，在课程现状分析阶段，进行现行专业课程

对核心能力指标的支撑度分析，形成《课程-核心能

力指标分析表》，为课程体系调优提供基础。第二，在

课程研讨阶段，以说课的形式进行集体研讨，检视、

优化各课程对毕业要求和核心能力指标的支撑度，

辨析各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形成《课程-

核心能力指标分析表》。矩阵表要求一门课程所支撑

的毕业要求不超过 3项， 每个核心能力指标至少需

有 1门课程支撑。第三，学生活动课程设计由学校的

学工团队在活动课程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 活动课

程分为 3类：必须开展的活动、对校级核心能力和专

业毕业要求的实现有贡献度的活动、 学院或分院提

倡的活动。 第四，在课程体系调整研讨阶段，以课程

体系支撑毕业要求及核心能力指标达成为目标，讨

论确定课程的保留、删除、增加、整合，调优课程体

系，形成新版课程体系，完成《课程-核心能力指标

矩阵表》的定稿和《课程-毕业要求对应表》。

四、课程体系的建设实践

以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为例， 解读基于职业教

育专业认证视角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做法与注意

事项。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专业目标是高职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在毕

业 5年左右达成的职业和专业成就， 毕业要求是学

生在毕业时需达成的核心能力程度。 专业负责人牵

头组织， 专业团队全体教师参与集中研讨形成培养

目标和毕业要求初稿。研讨的依据主要有：校级培养

目标及毕业要求；专业调研结果；近 5 年毕业生去向

分析报告。 专业毕业要求需在学校毕业要求的基础

上，根据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特色细化内涵，标准不

得低于校级要求。

组织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审议会， 参加人员包

括专业咨询委员会成员、分院领导、专业团队全体老

师、学工团队代表、分院其他专业负责人、专业开设

的通识类课程负责人 1～2名等。 专业负责人解读专

业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初稿的内涵， 组织与会人员

讨论修改意见，与会人员填写《专业培养目标审议意

见表》和《专业毕业要求审议意见表》并签名；专业负

责人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形成培养目标定稿；最后

与会专家投票表决，同意票超过 2/3视为通过。

（二）专业核心能力与权重

成果导向理念指导下的核心能力是学生毕业时

的学习成果， 是学生个体在不同的学习或工作场景

和职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 是帮助

学生实现职业成就所应具备的重要能力， 也是学生

未来成功所必需的知识、能力。

确定专业核心能力的步骤包括：（1） 问卷调查。

针对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教师、校

友、用人单位、云计算行业专家等五类利益相关方，

分别制定调查问卷。 除行业专家只需了解核心能力

需求度外， 其余四类利益相关方需针对每一项毕业

要求，回答需求度和达成度（支撑度）两个问题。其中

需求度体现各类人群对核心能力培养的预期， 是计

算权重的依据； 达成度或支撑度体现各类人群对专

业人才培养现状的评价， 可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内

容。（2）调研数据处理。 将收集的核心能力需求度数

据按照利益相关方分别进行均值计算。 以需求度为

依据，采用 MIN-MAX 标准化法，计算不同利益相关

方对各项核心能力的权重判断，综合获得权重区间，

为专业核心能力的权重设定提供参照。（3）核心能力

指标分解。 对各项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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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解、细化，使之更为具体、可测；每项核心能力分

解为 2～6 条指标， 指标总数控制在 30 条以内。

（4）核心能力权重及指标定稿会。参照培养目标定稿

会模式，讨论确定核心能力权重，这是后续分析调优

课程体系的定量化、可视化工具。权重体现专业各项

核心能力培养的相对比重， 是教育教学活动配置的

参照。其体现的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如果最后所

确定的权重值超出预期权重区间， 需要有充足明确

的理由。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能力指标矩阵，如

表 1所示。

核心能力（毕业要求）

A 专业能力：熟练运用从事云计

算系统的基础平台搭建、资源迁

移、系统监控、安全配置、应用开

发等活动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工

具，具备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B 问题解决：能够识别、分析、解

决云计算系统的基础平台搭建、

资源迁移、系统监控、安全配置、

应用开发等活动中的常见技术

问题，具备勇于探索、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

C 信息素养：熟练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及工具，获取、处理和使用

信息。

D 项目管理：初步掌握项目管理

的基本知识、规范、方法和工具。

E 终身学习：具备终身学习意识

和自主学习能力。

F沟通合作：尊重多元观点，并能

够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具备

全局观念，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

进行良好的协作。

G 履行责任：理解并遵守职业规

范和社会规范，认知和履行相应

的责任。

H 创新能力：具备问题探究和创

新意识，了解基本的创新方法。

核心能力指标

A1：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能够将其应用于云计算系统的运维管理、软件开发等活动中。

A2：掌握虚拟化技术的知识、技能和工具，能够将其熟练应用于私有云平台的运维管理，遵守规范。

A3：掌握公有云的知识、技能和工具，能够将其熟练应用于公有云平台的运维管理， 具有责任意识。

A4：掌握软件开发的知识、技能和工具，能够将其应用于基于云计算系统的应用开发，并能加强团队

协作。

A5：掌握信息安全的知识、技能和工具，具有安全规范意识，能够将其应用于云计算系统的安全管理。

B1：能够使用容器编排、负载均衡、数据存储等技术搭建云计算系统，能够分析和解决系统搭建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

B2：能够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技术方案，将本地应用系统平滑迁移到云计算平台上，能够解决资源迁移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B3：能够对云计算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保持专注，对常见的系统故障进行识别、分析和定位。

B4：能够运用信息安全的知识和工具，识别和分析云计算系统的安全问题，实施安全配置操作，具备

高度安全责任意识。

B5：具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原生所需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勇于探索新技术，能够将新技术应用到云

计算平台中，并对运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识别、分析和定位。

C1：能够熟练完成计算机硬件组装和维护、软件安装与操作。

C2：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工具查阅专业文献、获取专业知识，并将其运用于工程实践中。

C3：了解信息安全防护方法，解决电脑安全问题。

D1：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思想，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和过程。

D2：能够使用项目管理的工具，编写项目管理相关的文档。

E1：能够认识到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E2：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掌握自主学习方法，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的途径。

E3：具备制定学习、工作计划，并付诸实践，进行自我管理和评价的能力。

F1：能够尊重多元观点，与团队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

F2：具备全局观念，能够胜任团队成员的角色，具有较强的执行力。

G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国敬业、诚实守信、友善待人。

G2：了解工作责任，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具有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

G3：拥有健康的体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H1：具备问题探究意识，能够分析对比不同技术方案的优劣点，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H2：了解基本的创新方法。

表 1 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能力指标矩阵表

（三）课程体系与指标矩阵

根据职业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要求，结合图 2中

课程体系设计流程，本环节重点完成以下两个任务。

1.课程-指标矩阵的调整

课程体系的调整需要按照毕业要求一一对应，

并呈现矩阵表，如表 2所示，以证明本专业开设的课

程可以满足职业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要求毕业生所

能达到的知识、能力、素养。

在本阶段要注意， 课程矩阵能否体现课程体系

对所有毕业要求的合理支撑。 本专业在矩阵中对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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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的重点支撑课程是否有合理的解释， 核心

课程是否起到了较强的支撑作用， 每个毕业要求指

标点是否有适当的课程支持。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课程矩阵设计不合理，部分毕业要求配套课程密

集交织，要求薄弱，尤其是非技术能力支撑课程的选

择缺乏基础；（2）高支撑周期的设置缺乏基础，比较

随意。毕业要求没有高支持的课程，有的表面看有很

多高支撑的课程， 但实际上这些课程只支持毕业要

求中的个别指标点；（3）课程制定的毕业要求指标分

数不合理， 与课程不符。 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完全相

同，不能构成有效支撑。

2.课程体系的占比

我校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结合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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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如下：（1）公共基

础课程，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心理健康

教育课等列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类、职业素养等课程列为限定选修课；（2）专业课

程体现云计算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突出应用

性和实践性，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实践教学学时超过总学时的 50%，学生顶岗实习

不少于 6 个月；（4）专业总学时数不低于 2700，公共

基础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 1/4，选修课学时不少

于总学时的 10%。

2016 年 6 月，我国本科层次工程专业大类加入

《华盛顿协议》， 实现了工程教育质量标准的国际等

效。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的专业认证还处于摸索阶段，

由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职专业认证委员会发起的

《江苏省高职专业认证通用规范（试行）》旨在探索出

一套彰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专业认证体系， 促进

职业教育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认证通用

规范， 对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在认

证标准、认证体系和认证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尝试，为

更多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质量提升方面提供借鉴。

核心能力指标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虚拟化技术与应用

SaaS应用开发技术

毕业设计

毕业实习

…

信仰教育活动课

社会服务活动课

文化修身活动课

专创融通活动课

权重小计

权重总计

权重占比

A1

80

30

110

表 2 云计算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核心能力指标矩阵表（部分）

A2

50

5

125

A4

50

5

5

500

A3

5

10

125

A5

20

B3

5

10

105

B4

5

5

60

C1

40

B5

30

5

5

180

B1

50

5

10

5

100

B2

5

5

30

C2

20

20

240

C3

90

D2

20

20

60

D1

20

20

40

E1

20

10

30

10

345

F2

30

10

20

400

G1

20

10

20

450

G3

10

10

10

395

G2

10

10

20

275

E2

10

10

20

20

205

E3

10

10

205

F1

30

20

30

30

305

H1

10

10

16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4700

4700

100%

H2

25

10

135

毕业要求 总计
A专业能力 B问题解决 C信息素养D 项目管理 E 终身学习 F沟通合作G履行责任 H创新能力

880

18.72%

475

10.11%

370

7.87%

100

2.13%

755

16.06%

705

15.00%

1120

23.83%

295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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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pecialty Certification

———Taking the Specialty Certifi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Jiangsu as an Example

LI Wei-yong， SHI Hai-feng， YANG Jie

（School of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ty certification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way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ral norms of

higher vocational specialty certific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is to construct the specialty

curriculum system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hich is outcome-oriented and based on

the eight systems of reverse design specialty certification， explores the mode for the specialty

certifi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pecialty Certifi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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