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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开展物流管理“1+X”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研究 

——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书芳 王艳
1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德阳 618000) 

【摘 要】：随着教育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全国各试点院校积极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本文从试点院

校的角度，介绍了学校在开展物流管理“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具体思路，分析了在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

结合院校实践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提升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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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点院校物流管理“1+X”证书制度实施现状分析 

2019 年 11 月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四川省首批物流“1+X”试点院校，在整个申报过程中得到了校领导、系领导、各

个职能部门以及全体物流管理专业师生的支持和配合。试点院校物流专业的学生在 2019年 12月有 56名学生参加考试，其中 42

人获得物流“1+X”证书；2020年 12月，98名学生参加了考试，其中 80人获得了物流“1+X”证书。物流“1+X”试点工作启动

至今，试点院校从组织试点工作，师资培训，考核站点等多项工作中慢慢积累工作一定的经验。 

2 试点院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2.1试点工作开展的难度大 

试点院校作为第一批物流“1+X”试点单位，没有类似的工作经验，很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项目的申报，考核站点所

需的设备采购，协调学校各部门配合完成场地的选址，设备的调试，网络安装等考核前的准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在培训工

作过程中，参加考证学生的选拔、培训课程的安排、教师的培训任务的分工，以及评价整个培训质量等工作都需要积极探索。 

                                                        
1作者简介：李书芳(1982-),女，贵州毕节人，硕士，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王艳

(1986-),女，河南周口人，博士，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博弈论。 

基金项目：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1+X’证书制度背景下物流专业课程体系变革研究”(SCJY/RC-KY-07);项目负

责人：李书芳;中国物流学会“2020 年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计划”课题“物流管理‘1+X’试点师资认证、培养机制及激励措施研

究”(JZWPY2021007);项目负责人：王艳 



 

 2 

2.2教师培训任务繁重，积极性不高 

职业院校物流“1+X”证书试点培训讲师是在完成自身的正常教学工作之余抽时间来给学生培训，随着参与培训的学生数量

的逐年增加，教师的培训任务更加繁重，教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还要肩负职称评定、带学生技能比赛、教师教学比赛等

任务，这更加重了教师的负担，使得教师对培训工作力不从心，很难全身心投入培训工作来。同时，试点工作刚刚起步，很多管

理制度、激励机制均未完善，教师参与物流“1+X”试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2.3学生对证书的重要性的理解不深刻 

学生对物流“1+X”证书的理解不深刻，很多同学参加考证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目前的“1+X”证书考试对于在校生是免费

的，他们没有任何压力，所以部分同学不认真复习准备，考试的通过率无法保证，也浪费了相应的考试名额，影响了学校的过级

率。 

3 解决措施 

3.1高职院校应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 

3.1.1教师的激励政策 

为了激励教师能参与到物流管理“1+X”证书的培训工作，可以采用绩效考核的方法：承担“1+X”证书培训任务的教师可以

获得绩效工资考核的加分；凡是教师培训的班级的过级率高于全国平均过级率，培训教师在职称评审过程中优先考虑，通过这些

激励手段来增强教师参与的积极性，能推动证书制度更好更快的发展。 

3.1.2学生的激励政策 

2020 年国家颁布的《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工作规程》明确将职业教育学分银行界定为一种具有学习成果存储、积累

和转换等功能的学习激励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试点学校可以进行“学分银行”试点，对学生“1+X”培训结果进行登记、存档，

考试通过的考生可以按学校相关规定兑换学业成绩，或者免修相对应的专业课程，并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和人学习账户系

统对接。 

3.2从专业层面进行教学改革 

3.2.1采用课证融通的方式修订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 

物流管理“1+X”证书培训仅仅依靠短期考前集中培训是不够的，这也违背了“1+X”证书制度的初衷，因此需要将物流管理

“1+X”证书中考核的模块和现有的专业教学课程进行整合，将证书培训与专业课程学习完全融合。把物流管理“1+X”考核大

纲中的职业基础部分融入物流管理基础这门课程中；把物流市场开发与客户管理的考核内容融入物流市场营销这门课；把仓储

与库存管理、配送管理的考核内容融入仓储作业管理和配送管理这两门课；把运输管理的考核内容融入运输管理这门课；把物流

成本与绩效管理的考核内容融入物流成本管理这门课；把数字化与智能化应用的考核内容融入物流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这门课。

通过这种课证融通的方式，一方面能贯彻执行“1+X”证书制度；另一方面，专业的教学和企业实际工作接轨，有机衔接“1”和

“X”,增强试点院校物流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3.2.2提高教师的培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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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了能提高教师的培训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可以通过竞争上岗的策略，教师可以报名参加培训工作的选拔，通过赛

课，实操模拟等环节来选拔优秀的教师参加培训工作，这样即保证了教师竞争的公平性，又能通过相互交流学习，以赛促学的方

式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其次，可以鼓励教师到企业去顶岗实习，只有教师真正地到企业实践锻炼，再回到课堂授课时，才能真正理解企业的人才需

要，技能要求，也能更好地投入 1+X职业等级证书的培训中来。 

最后，可以组织高职院校教师团队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借鉴别人的优秀组织方法，教学模式，管理办法，结合自身学校的办

学的特点打造具有特色的教学模式和培训体系。 

3.3学生管理层面的改进措施 

3.3.1充分发挥物流协会的作用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物流协会于 2015年成立至今有 6年的时间，规模逐渐扩大，管理体系也逐步完善，协会的同学成

功地组织了很多的活动，不仅锻炼了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也为他们就业增加了筹码。由于教师的工作很繁忙，精力有限，所以

可以把部分的物流“1+X”组织工作交给协会会长统筹安排。 

任何工作的成功都需要高效的组织，团队的凝聚力和榜样的力量。在每次培训之前，教师需要召开宣讲会解答学生对该证书

的各种疑问，为了发挥协会的作用，协会需要组织宣讲会的前期工作，例如电子邀请函的设计，宣讲会海报的制作，场地的选择

和布置，以及会后的后勤工作保障。学习氛围和学习环境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通过这种组织活动，也增强了物流协会同

学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 

3.3.2引入竞争机制 

为了激励学生认真备考，提高考证的通过率，可以采取选拔考试的方式，每次在考试前一个月，把往年的模拟题或考试题放

到系统里面，组织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考核，考核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挑选，淘汰末尾几名同学。引入这样的竞争机制，学生为

了能选拔上，每次都会很努力地学习，才不至于被淘汰，同时要安慰淘汰了的同学，下次还有机会。在这种你追我赶的学风下，

学生的整体水平就会慢慢提高，“1+X”证书的过级率也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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