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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双证融通” 

教学成果报告 

 

一、成果简介 

顺应世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印刷行业工艺技术也发生着

深刻的变化，印刷行业工艺技术由“光与电”进入了“0 和 1”的数

字化时代，这需要更多掌握新工艺新技术、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职业

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为探索和实践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印刷工艺（平版印刷）技能

方向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培养“双证融通”的技术人才，2014年 5

月，学校申报上海市市教委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印刷工艺（平版印

刷）“双证融通”项目并获批，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被列入了第二

批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的专业名单。 

学校项目组按照专业教学标准、专业课程内容同职业标准有机融

合、专业课程开发与教学同行业新技术新工艺发展相同步的建设思路

开展，在市教委教研室、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以及行业专家的大力支

持和悉心指导下，学校对专业技能方向课程进行了重新整合，将原有

的《印刷前准备》、《印刷机结构调节》、《印刷实施》、《印刷检测》和

《印刷故障排除》5门课程，整合为《印刷前准备》、《印刷机结构调

节》、《印刷实施》和《印刷检测》4门“双证融通”课程。 

学校项目组已完成学校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双证融通”改革

试点方案、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双证融通”改革教学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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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门“双证融通”课程标准和考核方案的开发制定，经过 3年多的研

究、实践，对 4门“双证融通”课程标准和考核方案反复修订、不断

完善，并通过了市教委教研室、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审核。 

目前，学校已有 2014、2015、2016 级共 3 个年级的学生进行双

证融通培养，4门“双证融通”课程考试合格后学生可直接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2014 级 1407 班的 25 名同学，100%学生通过考核，双证

书获取率达到 100%。2015级 1507班、2016级 1602班 2个班级学生

正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2016 年 4 月，学校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双证融通”课程教

学改革“数字调配墨色  尽显印刷精彩”典型案例入选上海市中等职

业学校“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典型案例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2017 年 7 月，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双证融通”改革

试点《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教学文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

出版。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专业课程标准脱离生产实际。“双证融通”改革试点之前，

部分课程内容还停留在传统的工艺技术上，教师还习惯于按传统工艺

讲授。而学生学到的生产工艺方法和生产技能与企业岗位真实情况有

“出入”，这使得专业课程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职业标准不适应育人要求。学生职业能力学习评价是所有

专业课程学完后，为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而参加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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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职业资格鉴定，而行业企业需要同步培养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无法评价，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得不到重视，对职业人的全面培养带来

缺憾。 

学校抓住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改革发展的机遇，在国家和上海

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探索研究专业教学标准如何

更好地与职业标准、岗位要求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专业教学实施方

案，以适应当代印刷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1）紧密对接生产实际，完善课程标准 

“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后，按照专业教学标准、专业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有机融合的要求，专业课程开发与教学要与行业新技术

新工艺发展相同步的思路，重组印刷工艺(平版印刷)技能方向课程结

构，并逐步完善课程标准。 

根据平版印刷工(五级、四级)职业标准，印刷工艺(平版印刷)

技能方向课程结构的新变化是：学校将《印刷材料识别与选用》、《印

刷机结构与调节》、《平版印刷工艺》和《印刷故障排除》四门专业技

能方向课程调整为《印刷前准备》、《印刷机结构调节》、《印刷实施》、

《印刷检测》和《印刷故障排除》五门“双证融通”课程。新的课程

体系与生产过程、印刷工艺流程和工作任务要求相一致，将平版印刷

工(五级、四级)职业鉴定的内容纳入四门课程中，并根据平版印刷工

(五级、四级)职业标准对四门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调配墨色与印刷

生产过程的调墨岗位对应，是平版印刷工(四级)职业鉴定的项目之一，

调整后作为《印刷前准备》课程的一项工作任务，也是课程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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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的项目之一。 

在新的课程结构设置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了 4门“双证融通”专

业课程标准，在每一门专业课程标准中都结合了行业新工艺新技术的

发展趋势，引入世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的标准，重点体现了

数字化标准化的行业印刷工艺新变化，同时，把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的内容要求也容纳到相关课程标准中，使教师能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与

企业岗位要求相衔接。 

（2）接轨世界技能大赛，改进课程考核 

课程技能操作考核项目参考平版印刷工全国技能大赛和世界技

能大赛的评价标准和方法，采用平时职业素养情况记录和现场实际操

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职业素养评价方案采用 20%学生自评、20%学

生互评、30%教师评价和 30%企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平时职业

素养情况记录由学校教师负责；学生自评可以让学生进一步关注自身

的职业素养并养成反思的习惯，学会自我教育；学生互评可以让学生

从团队的职业素养评价过程中得到启发，互相监督，互相学习；为让

学生明确企业对职业素养的重要和要求，更好的适应今后的发展，学

校将会安排技能大师或企业管理者走进课堂，对学生职业素养进行评

价，体现学校职业教育和企业需求的对接。 

三、成果创新 

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双证融通”改革试点成果的创新点主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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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证融通”课程教学内容逐步与世界技能大赛接轨 

根据“双证融通”课程标准和考核方案要求，课程教学也相应进

行了调整，学校为“双证融通”课程的教学和技能考核配备了油墨展

色仪和分光密度仪(一种数字化设备，印刷企业广泛采用分光密度仪

对印刷品进行质量评价)，以逐步与平版印刷工全国技能大赛和世界

技能大赛接轨。 

（1）油墨展色仪的使用 

“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前，学生墨色调配完成之后，采用纸

片进行手工展色得到色样，手工展色简单易行，学生只能通过眼睛观

看色样，并且手工展色本身还会产生一定的色差，这些都会使得所调

配墨色产生不确定性。 

“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后，学校为了适应《印刷前准备》课

程的技能考核专门为课程教学配备了油墨展色仪。这样，学生在墨色

调配完成之后，采用手工展色和油墨展色仪两种方式进行展色得到色

样，油墨展色仪所得色样的各部分颜色基本均匀一致，所得色样的颜

色准确、色差小。 

（2）分光密度仪的使用 

“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前，学生在调配油墨时，色相、饱和

度和明度都是通过实训教师手把手指导完成的，这样花费的时间比较

长，而且学生对于颜色没有直观认识。考核完成后，考评员也是采用

主观方式进行评分，考评员通过眼睛观看色样这种主观方式的主观性

又会使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误差，因此，学生考核结束后，对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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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墨色的情况也是不确定的。 

“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后，学校配备了多台爱色丽 exact

手持式分光密度仪，以满足《印刷前准备》课程的教学和技能考核需

要，学生使用分光密度仪对所调配的墨色进行测量，测得所调配墨色

的 LAB值，并与样张进行比较。每个颜色，在 LAB色域图上都有一个

坐标点，学生在调配颜色时可以通过分光密度仪测得的数值(密度 D、

Lab值、色差ΔE、色相差ΔH等)，明确所调配颜色和样张颜色之间

的差别，如果色差较大，还需要通过添加哪个颜色、添加多少量，以

逐步接近样张颜色，乃至实现所调配墨色与样张颜色完全一致，即色

差ΔE≤ 2.0、色相差ΔH≤ 0.5。 

“调配墨色”工作任务的实训教学采用与操作技能考核基本一致

的环境，实训教学过程中分光密度仪、油墨展色仪的使用大大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了教学效果。部分学生实训课程结束后，还在

想我的颜色为何调的不准、是什么墨多了或少了的问题，有的同学互

相都不服气，不认为自己调的墨色色差大，他们甚至在实训课堂上展

开了调墨比赛，看谁的墨色调的又准又快，用墨量还少，这些都为学

生技能的掌握和技能考核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双证融通”课程考核由结果评价转变为过程评价 

“双证融通”课程考核方式趋向于客观评价、职业素养过程性评

价及技能操作模块化评价。技能操作评价考核采用模块化分别考核，

改变了以前一次性终结性考核三部分内容的方式，同时考核操作上尽

可能采用仪器设备采集结果数据，既使评价考核更客观，又使考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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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最新印刷工艺要求相一致。 

这样的专业课程学习评价考核方式能与学生技能学习过程相衔

接，全面客观地评价每位学生；又能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水

平，并且按生产工艺流程来学习与评价考核，使学生从应试教育模式

中解脱出来；同时，职业素养评价已渗透到教学内容的每个工作任务

中，与工作生产相关的规范、纪律和安全等要求，让学生在学习知识

技能的过程中也要同步认识遵循，通过学生的互评起到相互促进作用；

同时，教师在每次教学任务实施过程中完成考核，更有利于学生在平

时的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四、成果推广应用 

随着新工艺、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印刷工艺日趋数字化、标准化，

印刷机自动化、数字化程度非常高，“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要努

力实现教学内容要进一步对接岗位要求，教学过程要与生产过程进一

步对接，考核要求在对接国家职业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与生产实际相

符合。 

（1）引领其他专业协同发展 

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双证融通”试点项目大大促进了专业发

展，同时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为学校“媒体与传播”专业群的龙头

专业，“双证融通”项目的开展带动了专业群内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

业和出版与发行专业的同步建设，也促进了学校计算机平面设计、美

术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协同发展。从专业教学实施方案、课程标准、专

业教学实施到资源共享等在“双证融通”项目的引领了均取得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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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和提高。 

（2）推动职业鉴定同步并进 

同时，“双证融通”试点项目还推动了学校培训部职业技能鉴定

工作紧跟行业发展。“双证融通”试点项目组由学校专业教师、职业

技能鉴定站主要负责人员和行业专家共同组成，职业技能鉴定站主要

负责“双证融通”课程考核方案的制定，“双证融通”课程课程标准

和考核方案的制定、不断修订完善和具体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平

版印刷工职业技能鉴定方案、印刷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方案的完善，有

效促进了行业企业技能人才的培养。 

 

 

                      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 

                      2017年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