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是Google公司

在2012年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在图书情报界

称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是显

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

的网络结构图形[1]。从学术角度理解，知识图谱

本质上是一种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以

图或网结构表现的知识库。可将知识图谱应用

于教育领域，以强化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系

统理解、关联学习的效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

如何应用图谱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是一项值得

研究的新课题。

一、职业教育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研究现状

查询知网发现，研究职业教育知识图谱论文

有82篇，其中职业教育专业知识图谱只有7篇。

研究能力图谱相关论文有7篇，其中只有1篇论

文研究职业教育能力图谱。

韦量等人 [2]提出高职专业领域的本体构建

流程，即经过专业领域体系分析、本体构建、本

体表征三个步骤，设计职业能力导向下的高职

专业领域知识图谱模式结构并使用Protégé软件

对本体模型进行编辑与设计。知识图谱模式结

构包括专业、技能、课程、学习资源和职业岗位，

其中课程由章、节及其知识点、技能点和素养点

构成。周博曦等人 [3]提出基于知识图谱的供用

电技术专业培训体系的构建方案，从供用电技

术专业课程的知识框架、教学模式、学习平台三

个方面，构建具有学情诊断、教学信息存储、师

生交互等功能的知识图谱教学体系，为精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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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提供有力支撑。

曹辉等人[4]依照《悉尼协议》构建能力图谱，

遵循“专业—岗位—能力—能力单元—技能点

和知识点”的思维模式绘制能力图谱，围绕能力

图谱进行职业培训资源建设。

二、知识图谱与能力图谱的逻辑理路

（一）知识图谱构建目的、应用范围

2023年 2月教育部怀进鹏部长在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主旨讲演中提出“我们将推动教学评

价科学化、个性化，运用海量数据形成学习者画

像和教育知识图谱，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5]。

这是针对整个教育系统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

对于小学、中学、普通高等教育等注重学科体系

构建的课程和专业，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知识

体系特征，便于构建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中各层级知识点、知识点定义及

内涵表达，自然地作为主体内容而存在于课程

和教材中。一门课程及教材中通常存在三级知

识点，一个专业中通常存在四级知识点。计算

机技术、数字化技术、数智化技术等的应用，为

教育领域构建专业知识图谱提供了先进的软件

应用工具，以此可更好地实现移动学习、泛在学

习、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等学习模式，提升因材施

教的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能力图谱构建的逻辑理路

1.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下能力图谱的逻辑起点

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

类型，其类型特征对专业和课程提出了内在要

求：一是专业应精准对接1~2个职业和企业新岗

位需求进行设置；二是课程和教材应完全精准

对接某个岗位、工作任务或产品类以及企业新

需求（以下统称为：岗位需求）进行设置。这是

职业教育“金专”“金课”建设的逻辑起点，是实

现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由“基础好、条件好”转向

“服务好、支撑好”的关键和基本要求。

在 2023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库建设指南》中要求“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

化课程体系框架，明确课程必须掌握的知识点、

技能点及对应的职业岗位”[6]。2024年7月30日

教育部吴岩副部长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现场推进会”上指出：“我们要把知识

图谱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技能图谱建立

起来。就是教学生不仅教知识，要教技能，要有

迁移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技术能力。”

在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程、部分专业基础

课程中，是适宜于构建知识图谱的。然而，在职

业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中，基于职业教育“金专”、

专业核心“金课”设置方法和内涵要求，其要对

接岗位需求进行精准设置，以完成岗位系统性、

完整性工作任务作为载体，以完成工作任务需

要的职业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三

维度）为主线选择需要学习的知识、技能，组织设

计“金课”“金教材”的体例结构、内容、学习方法

和学业评价方法等。因此，在“金专”、专业核心

“金课”范畴内，培养学生具备的职业能力则具

有完整性、系统性，适宜于进行能力图谱构建。

为了培养源于职业岗位需求的职业能力需

要学习的知识通常来源于不同学科，即使在一

门课程、一个课程单元或一个任务中，需要学习

的知识都会来源于不同学科。因此，支撑职业

能力实现的知识点（中职）/知识线（专科）/知识面

（本科）应按照“必需、够用、适度”原则进行选用，

这种知识具有零散性、适应性特征，通常不具备

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特征，这样的知识点/
线/面构建完整系统的知识图谱是有难度的。

2.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定义及内在关系

知识、技能、能力是三个内涵不同但又密切

关联的专门术语，应在深度理解基础上正确采

纳并应用于职业教育建设与研究中。参考《欧

盟终身学习资格框架（EQF，2017）》[7]《广东省终

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8]，研究确定三个术语的

规范定义如下[9]：

（1）知识是事实、技术和/或理论的准确表

达。知识可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

性知识三种类型。

（2）技能是在学习、工作中，通过认知、实践

行动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专项言行体现。认

知涉及逻辑、直觉和创造性思维，实践涉及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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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脑力活动以及方法、材料、工具、设备仪器

的应用、环境条件的利用。技能可包括心智技

能、动作技能两种类型，有时需要两种类型技能

配合才能完成特定任务、解决特定问题。

（3）能力是在学习、工作环境下，运用相应

知识、技能完成任务、解决问题所体现出来的责

任感、自主性、判断力、决策力。

3.能力图谱与知识图谱、技能图谱的内涵

关系

如果要实现或测评能力水平，则相应的知

识、技能必然与能力构成一个系统性整体，三者

之间存在一定逻辑结构与逻辑关系，不可分割。

因此，在职业教育“金专”“金课”建设及其

构建四级或五级能力图谱中，各层级的能力、技

能通常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完整性，构成每一

层级的系统单元。而各层级的能力中隐含的知

识是必备要素、缺一不可，伴随能力而存在，是

构成能力图谱的要素之一。虽然有时可以构成

单元式的知识图谱，但难以构成“金专”“金课”

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知识图谱。

技能图谱与知识图谱有所不同，多数情况

下伴随能力图谱的有效存在可以构建相对完

整、系统的“金专”“金课”技能图谱，且技能图谱

是作为能力图谱中的必备结构性要素而存在。

（三）能力图谱定义及其应用

能力图谱是职业教育领域中的职业能力域

可视化或职业能力领域映射地图，是显示职业

能力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且

相互关联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职业能力

资源及其载体和内涵要素，挖掘、分析、构建、绘

制和显示各层级职业能力及之间的相互联系。

职业教育专业能力图谱由“通用性的职业

核心能力图谱”与“差异性的专业/职业专门能力

图谱”构建而成。在培养通用性的职业核心能力

过程中，不同专业选择的训练载体可以不同，以

彰显本专业或专业类范围内的异同性、适用性。

基于能力图谱的定义可知，在职业教育专

业建设、职业工作实践中，可以构建相应的能力

图谱以明示各层级职业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

内涵定义、能力发展等，以便提升职业教育教

学、实践训练、社会培训以及企业员工培训晋级

等工作水平、质量、效率和收益，为促进新质生

产力形成奠定基础。

三、职业教育能力图谱构建机理

（一）职业教育“金专”及能力图谱架构

1.“金专”内涵理解

专业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专

业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水平。专

业设置、布局和服务面向是否科学、合理、适宜，

是“金专”建设的首要条件。办学条件、资源和

人才培养模式等是“金专”建设的保障所在。

（1）“金专”应具备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一

是具备“先进理念、清晰定位、良好条件、适合培

养、强大功能、公认水平、国际影响”七大表征。

二是专业设置。满足外部、内部需求，化解矛

盾，优化布局，对接职业分类大典和新需求设

置。三是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师生发展、持续

改进等现代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和新理念落地生

根。四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融入科教融汇、

新质生产力和新内容，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与科研、实践教学基地，长效管理机制。五是工

学交替、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建立专业

质量保证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输出中国职业

教育相关标准。六是毕业生就业对口率较高，

确保符合职业和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实现度≥70%。七是教师、毕业生对服务区域、

产业和行业企业发展的支撑度、服务质量满意

度显著提升。

（2）“金专”建设中融入新质生产力、科教融

汇相关要求。一是对接与新质生产力、科教融

汇密切相关的职业细类及其技术领域、工程技

术以及行业企业新需求设置专科、本科专业；二

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

课程标准、考核评价等重要内容中，融入新质生

产力相关要素、科教融汇重点内容的要求；三是

结合培养规格、教学条件创新设计与实施能充

分实现新质生产力、科教融汇要求的人才培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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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教育“金专”五层级能力图谱架构

职业教育“金专”五层级能力图谱架构如图

1所示。图1中，LO是学习成果的缩写。各要素

之间的正向箭头表示层层分解，反向箭头表示

逐层支撑。通常情况下，一门课程由5~7个单元

（模块或项目）构成，每个单元由 5~7个任务构

成，以此高质量、高效率培养职业的自迁移、近

迁移和远迁移能力，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职

业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3.融入新质生产力、科教融汇的“金专”职

业能力设计

应系统、完整地调研“金专”对接的新质职业

要求、新质行业企业新需求，统计分析并前瞻性

确定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三要素的具体要求与内容，包括“新产业领域及

其职业、新技术与新产品、应用新技术与新产品”

之“新”要求，“高效能、高质量、高性价比、绿色生

态”之“质”要求，以及“成长心态与高意识学习特

质、人机共生思维与较强AI渗透技能、人文精神

与科技合伦行动力、开拓精神与‘破界’能力、创

想能力与实践智慧、人类共同体思维与跨文化行

动力”之新质劳动者通用能力与素养要求[10]。

在职业能力分析设计中，应有效融入科教

融汇对创新能力的要求与培养。在教育“创新

链”中，创新类型包括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从 1
到 10的应用创新和从 10到 100的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三种类型。职业教育重点是把从 10
到 100的创新工作做足、做透、做好、做优，这是

教育部吴岩副部长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现场推进会”上讲话中提出的明确要

求。所以，必须与“金专”对接的职业、行业、企

业相关专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确定专业、课程

中应该培养学生哪些创新能力，并制定相应创

新能力的标准和评价方法。

每条能力由不同深度、广度要求的“知识、

技能”（点或线或面）和“责任感、自主性、判断力

和/或决策力”（可简称为：素养）构成。其中，技

能通常是显性存在，知识和素养通常是隐性存

在。由此经常导致将“技能”等同“能力”的错误

观察与表达。应选用适宜行为动词表达每条能

力使其具备相应水平等级，特别是高阶水平等

级要求应占一定比例，同时在每条能力要求表

达中能体现出可实施、可操作和可测评特征。

（二）课程群综合职业能力设计

1.课程群定义及其作用

通常由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及技术领域密

切相关的 3~5门课程构成一个课程群。应设计

课程群学习成果，渐进式培养学生对群内课程

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养进行综合应用训练，

以及解决工作中综合性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校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职业方向课程中都可以构建适宜的课程

群。通常每个学期完成 1~2个课程群学习成果

的实践训练。

2.课程群学习成果与综合职业能力设计

“金专”学习成果体系包括“课程单元学习

成果、课程学习成果、课程群学习成果、专业学

习成果”四个层级，原则上都是整体性学习成

果。其中知识、技能、能力和素养要求涵盖相应

课程单元学习目标、课程学习目标、课程群学习

专业

职业细类

职业能力

9~11 条

专业LO

课程群

岗位群

综合能力

3~5条

课程群LO

课程

岗位

宏观能力

5~7条

课程LO

课程单元

工作模块

中观能力

3~5条

单元LO

任务

工作任务

微观能力

1~3条

任务载体

图1 职业教育“金专”五层级能力图谱架构与要素
注：“条”为能力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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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级宏观能力 课程单元级中观技能、能力 任务级微观技能、能力

1.电路设计。能根据功能参
数、质量设计要求，优选最佳电路
结构和元器件设计多路输出开关
电源电路；

……

1.选择 IC模块。能根据不同 IC 模

块的功能特征，高性价比选择适宜的 IC
模块，并对应用电路进行分析设计；

2.选择二/三极管；

……

1.架构设计。能根据多路输出开关
电源功能和参数要求，优化完成产品设计
方案和结构框图；

2.选择元器件，能根据产品功能参数
要求，考虑安全、质量要求、性价比要求优
选最佳元器件；

n. ……

图2 “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课程中各层级能力设计（部分）

目标、培养规格要求的 70%以上。特殊情况下

可以再设计单一性学习成果进行补充，或直接

对独立的学习目标设计载体供学生完成。通过

整体性学习成果完成质量评价相应学习目标的

实现质量。

如果不考虑课程群学习成果，只对课程学

习成果和教学进行考评，并以各门课程的考评

结果作为专业教学过程质量，这种评价方式存

在很多弊端。一是缺乏相互关联课程的知识、

技能、能力和素养进行综合应用并解决综合、复

杂技术技能问题的能力训练；二是导致毕业设

计、专业学习成果含金量不高、难以涵盖培养规

格的 70%以上，使毕业生质量水平难以满足行

业企业新质劳动者的相关要求。

在专业层级中设置9~11条职业能力及其内

涵要求，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初步细化分解到每个

课程群中，每个课程群设计3~5条综合能力，其中

1~2条职业核心能力、2~3条职业专门能力，如图

1所示。表1为高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课程群综

合能力设计案例。

（三）课程的各层级能力设计

通常情况下，按照宏观能力、中观能力/技
能、微观能力/技能分别设计课程、课程单元和任

务中的能力目标，并据此设计课程、课程单元整

体性学习成果和任务载体。图 2是应用电子技

术专业“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课程中的宏观、

中观、微观能力设计情况（部分）。

（四）构建“金专”能力图谱

设计生成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的软件工具

有多种，其功能有所差异。Neo4j、Protégé、PyG⁃
raphistry等常用软件工具，应根据实际功能需求

选择应用。“金专”能力图谱应与在线课程、专业

教学资源库平台进行系统链接，构成完整的专业

教学数智化系统。孤立的能力图谱、知识图谱

专业层级职业能力（部分）

1.选用工具。能有效

选择先进、适宜的软硬件

工具对相关问题进行分

析、预测、设计；

2.设计方案。能根据

需求设计职业领域中综合

技术技能问题的解决方

案，并充分考虑安全、健

康、环保、文化及其他相关

要求。

……

课程群综合能力（部分）

电子产品硬件设计课程群：

1.框架设计。能根据电子产品用途、功能和参数要求，分析确定产品设计框架

方案和逻辑图；

2.电路设计。能应用适宜工具、方法设计电子产品中电源、AC/DC转换、信号放

大及其他单元电路；

3.质量设计。能应用适宜工具、方法进行可靠性设计、电磁兼容设计和可制造

性设计，满足安全、环保及性价比要求；

……

电子产品生产与管理课程群：

1.工艺设计。能对单面板、双面板及元器件类型进行系统分析，基于企业生产

设备能力、条件进行比较决策，设计最佳产品组装工艺流程；

2.质量检验。能根据客户需求和产品功能参数特征，编写各关键点质量检验

规程，并能采取及时有效措施解决各种质量缺陷和问题；

3.生产组装。能根据产品特征编写印刷机、贴片机、在线检测仪及其他设备操

作参数程序，能自主发现工艺矛盾、分析解决，并操作设备完成样品的合格组装；

……

课程群中的课程名称

“电路分析基础与应用”

“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

“数字电路分析与设计”

“电子产品 PCB设计与

制作”

“电子产品生产工艺设

计与装配”

“电子制造质量检验与

管理”

“电子产品生产设备操

作与维护”

表1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课程群综合能力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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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图谱，以及纸质设计的图片缺乏有效性

和适用性。图 3是人工绘制的应用电子技术专

业的能力图谱局部简图。

四、构建“金专”能力图谱的实施路径

（一）构建“金专”能力图谱基本路径

构建“金专”能力图谱可按“行业企业系统

调研—精准设置与设计专业—优化设计专业培

养目标—精准设计培养规格与职业能力要求—

精准设置与设计课程—确定各层级能力要求—

构建专业能力图谱—开发新形态教材—加载图

谱资源—建立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教学设计与

实施—学生画像成长与评价—总结与持续改

进”等13个步骤的基本路径组织实施。

1.系统性开展行业企业及相关方需求调研

首先要做好调研前准备工作，包括编制分

段调研计划及其调研对象、调研方式、调研内

容、时间和参与人员等。要注意了解清楚新质

行业企业对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内涵要求、对劳

动者的创新能力与复合能力需求等，为完整、系

统设计各层级能力要求提供保障。不能忽视潜

在生源、学生家长的需求与期望，协调解决好各

相关方需求之间存在的不协调、不一致的内容。

2.精准设置与设计“金专”“金课”

《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是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

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而制定的推

荐性国家标准，是制定和开发职业标准的基础，

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定位仪”[11]，因此，应

在完全精准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

版）》新增职业要求基础上，将行业企业新岗位、

新要求和前瞻性发展预判进行融合，设置并设计

“金专”人才培养方案、“金课”课程标准及其配套

内容、资源等。“金专”“金课”应具备相应“先进理

念、清晰定位、良好条件、适合培养、强大功能、公

认水平、国际影响”七大表征，而“金专”能力图谱

对七大表征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二）“金专”能力图谱中的支撑与关联关系

分析

1.“金专”能力图谱中的能力支撑关系

“金专”能力图谱与知识图谱、技能图谱具

有相同的支撑逻辑关系。图1所示，在设计能力

图谱过程中，首先是根据专业设置设计专业职

业能力，并向课程群、课程、课程单元、任务进行

逐级分解。其次，需要逆向分析确定任务级各

微观能力能否完全有效支撑课程单元中观能力

的实现，如此逐级分析研究，最终确认各课程群

综合能力能否完全、有效支持专业之职业能力

实现。可采用二维矩阵表方式进行分析，确定

每个层级、每条能力的支撑力度或权重，确保得

到100%支撑与实现。

2.“金专”能力图谱中的能力关联关系

在设计、分析“金专”之各层级能力过程中，

还会存在不同课程群、课程、课程单元、任务的

能力之间存在关联、支撑关系，这些关联、支撑

关系包括串行关系、并行关系、串并混合关系等

情况。应在能力图谱中明确这些关联关系的各

层级能力，按照时间循序、难易程度和能力归

属进行优化调整，为科学制定“金专”学期教学

计划、“金课”教学排课计划提供质量保证，避

免能力培养次序颠倒、关联能力间隔时间太长

专业
1.选用工具
（知识、技能、素养）
2.设计方案
（知识、技能、素养）

……

课程群1
1.框架设计（知识、技能、素养）
2.电路设计（知识、技能、素养）
3.质量设计（知识、技能、素养）

……

课程群4
1.工艺设计（知识、技能、素养）
2.质量检验（知识、技能、素养）
3.生产组装（知识、技能、素养）

……

任务1
1.选择 IC模块与电路结构（知识、技能、素养）
2.选择二/三极管（知识、技能、素养）

……

课程单元1
1.架构设计
（知识、技能、素养）
2.选择元器件
（知识、技能、素养）

……

课程1
1.电路设计
（知识、技能、素养）

……

图3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能力图谱（局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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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跨学期等问题产生，有效提升专业教学质量。

（三）能力图谱中知识点/线/面选取原则

1.支撑能力实现的知识选取原则

职业教育课程与普通教育课程设置、设计

有显著差异：一是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完全对

接职业、岗位设置，实践工作过程和能力具有完

整性、系统性，而普通教育专业、课程对接二级、

三级学科设置，其理论知识具有系统性、完整性

特征；二是职业教育课程中的知识是为支撑完

成实践工作过程、培养能力而选择的，这些知识

通常来源于不同学科、是零散的，而普通教育课

程中针对重点、特殊知识设计实验、试验、实习

等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是零散的。

因此，在职业教育“金专”“金课”“金教材”

建设中，以培养、支撑各层级能力为主线和目

的，按照“必需、够用、适度”原则选择支撑各层

级能力实现的知识。其中，“必需”是指支撑相

应能力实现及其实践工作过程必须学会的知

识、多余的知识不需要；“够用”是指在“必需”基

础上扩展培养横向复合、纵向创新能力需要的

知识；“适度”一是为“必需”“够用”知识提供必

须支撑的基础知识，二是知识的选取不要超过

“必需”“够用”的限度[12]。

2.知识的点、线、面选取原则

职业教育中职、专科和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水平、课程学习目标水平有明显差异，设计

的“金专”能力图谱中的各层级能力要求、支撑

能力的知识和技能的水平自然应有差异。通常

情况下，支撑中职专业各层级能力培养所需学

习的知识以“必需、够用、适度”的知识点为主

体；高职专科以“必需、够用、适度”的横向知识

线或纵向知识线为主体，重点培养复合能力或基

本创新能力；高职本科以“必需、够用、适度”的知

识面为主体，重点培养以心智技能为主体的复合

能力，或较高水平的从10到100创新能力。

五、问题与展望

构建“金专”知识图谱、技能图谱，特别是构

建“金专”能力图谱，是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新

“双高”建设的探索性创新工作之一，在公共基础

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中构建知识图谱相对容易，

而在专业核心课程、职业方向课程以及整个专

业课程体系中构建能力图谱，没有可借鉴的经

验和范式，前景广阔，困难很多，需要发扬“工匠

精神”，慎终如始、勇于探索，进行系统性的理论

研究、方法研究、应用研究和探索试验。

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新基

建、新赛道、新征程中，在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职业教育各级同仁共

同努力下，以及新“双高”工作启动与建设，“金

专”能力图谱创新建设工作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也一定会排除各项困难、障碍并取得更好的研

究绩效，为支撑新“双高”建设的新目标、新标准

和“办学能力高水平”，以及“五金”建设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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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Engineering Project+”advanced curriculum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Kangtai, Yu Liguo, Zhao Gang

[Abstract] This study deeply integrates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n⁃
structs and implements an advanced curriculum system of“project+”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and ana⁃
lyz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With engineering project learning as the core,
an“Engineering Project+”advanced professional + practical dual-line curriculum system and an“Engi⁃
neering Project+”advanced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activity development model have been con⁃
structed. We have implemented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for students’course
learn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gradually cultivating students’job skill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
gineering literacy, forming a talent cultivation process of“engineering thinking iteration”, and realizing the
match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concepts, training modes, and engineering realit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we build resource elements that match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
pose an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with“Golden Teachers+Golden
practice base+Golden Courses+Golden Textbooks”to solve the core problem of students’lack of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
ucation.

[Keywords]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advanced curriculum
system;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Vocational Education“Golden Majors”Competency Graph: Logical Path,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Wang Yasheng, Shi Yuwei, Yu Chunxiao, Wang Lei, Gao Hongxia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golden majors”, building a systematic, com⁃
plete, and high-quality competency graph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intelli⁃
gence technolog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in promoting the cultiva⁃
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Competency is composed of the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functioning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literacy. The competency graph construction is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ly setting
majors and developing courses systems, corresponding to“majors, course groups, courses, course units,
tasks”, according to the five levels of“professional competency, comprehensive competency, macro compe⁃
tency, middle-view competency and micro competency”, and the path of“precise setting and design of ma⁃
jors - precise setting and design of courses - determining the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of each level - con⁃
structing a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graph - developing new forms of textbooks - loading graph resource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etency graph; the three elements of competency; learning out⁃
come; majo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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