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 页

第一章　　命题思路及复习要求

一 、 命 题 思 路

（一）命题依据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的命题依据是：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与各行业部委联合颁发的各职业（工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技能标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 以下分别简称《标准》和

《规范》 ，并充分注意了当前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对从业人员

的各方面要求。

为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命题管理，提高命题质量，更好地与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组织全国专家，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国家

和《职业技职业技能鉴定命题技术标准 试行 能鉴定国家题

库开发指南》的统一要求，组织开发并建立了“职业技能鉴定

国家题库网络”，并进一步就 工种 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进职业

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以“鉴定要素细目表”的形式确定了

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方面所应考核的具体内容。在每个职

业（工种 等级的“鉴定要素细目表”中，理论知识部分一般设

有 个鉴定点，操作技能部分一般确定了数十个至

多个考核项目，准确有效地反映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

对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与操作平下各职业（工种 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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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鉴定试卷的内在质量。

（二）命题原则

命题的总体原则

注重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与掌握，不出偏

题和难题。

根据各行业、职业（工种 的特点和目前科学技术的

整体发展水平，对考核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理论知识鉴定的命题原则

实事求是地反映《标准》和《规范》所提出的各项要

求。

注重理论知识对操作技能的支撑作用，强调实际工

作中必备的知识，避免纯理论化或学科化的倾向。

坚持一致性、通用性原则，对几种教材说法不一的，

尽可能不出题，只出说法一致的题。

操作技能鉴定的命题原则

强调实际操作技能与生产实践的内在联系，注重所

考内容在实际工作中能起到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

有效地组织操作技能试题的形式，尽可能做到鉴定

实施的可行、高效、低成本。

对于具有地方特点或企业特点的具体鉴定考核内

容，可以对试题进行适用性调整。

二、试卷组成特点

（一）理论知识试卷的结构

国家题库理论知识试卷，按鉴定考核用卷是否为标准化

试卷划分为标准化试卷和非标准化试卷。标准化试卷有一种

组成形式，非标准化试卷有三种组成形式。其具体的题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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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例、题量和配分参 表见表

表 标准化理论知识试卷的题型、题量与配分方案

非标准化理论知识试卷的题型、题量与配分方表 案

表 非标准 二 ）化理论知识试卷的题型、题量与配分方案

表 非标准化理论知识试卷的题型、题量与配分方案（三）



第 4 页

（二）操作技能试卷的结构

国家题库操作技能试卷采用由“准备通知单”、“试卷正

文”和“评分记录表”三部分组成的基本结构，分别供考场、考

生和考评员使用。

准备通知单。包含材料准备，设备准备，工具、量具、

刃具、卡具准备等考场准备（标准、名称、规格、数量 要求。

试卷正文。包含需要说明的问题和要求、试题内容、

总时间与各个试题的时间分配要求，考评人数，评分规则与评

分方法等。

评分记录表。包含具体的评分标准和评分记录表。

三、试卷生成方式

了解国家题库试卷生成方式，对考生复习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过去大家接触到的试卷，基本上是专家凭经验编写的，

这种试卷在难度和内容范围上难以保持相对稳定，考生难以

把握试卷的结构和考核范围与重点，不利于考生的复习准备。

从国家题库抽取的试卷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题库

组卷采用计算机自动生成试卷：计算机程序按照该职业（工

种 的“鉴定要素细目表”的结构特征，用统一的组卷模型，从

题库中抽取相应试题组成试卷。这种组卷方式，一方面避免了

人为的倾向性，保证了试卷内容与公布的考核重点范围的一

致性；另一方面，试卷的题型、题量和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对稳

工定的，在内容上也主要是作为本职业 种 要求的核心知识

和技能，强调了基本素质与职业特长的考核。因此，国家题库

所采取的这种试卷生成方式，将更有利于考生把握复习的要

点和重点，能够对考生是否具备本职业 工种 对从业人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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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作出比较准确的评定。

在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试卷的组卷中，一般为中等难度。

低难度试题占 ，中等难度试题占 ，高难度试题占

。

在考试时间安排上，理论知识试卷的考试时间，初、中级

为 小时，高级为 小时；操作技能试卷的考试时

间，初、中级为 小时，高级为 小时。

四、对考生的基本要求

一 反复阅读《规范》和《复习指导丛书》，理解其中各项

内容

《规范》是依据《标准》制定的专门用于鉴定的纲领性文

件，考生们可以从《规范》中了解到本职业（工种 和等级职业

技能鉴定的性质、基本内容，以及考核内容的组成规则和考核

形式要求等重要信息。而《复习指导丛书》又将《规范》所规定

的内容更加具体化，详细说明了鉴定考核的特点：给考生提供

近几年将要鉴定考核的重点内容，明确了复习内容上的轻

重缓急；通过知识和技能两部分的复习指导，为考生把握重

点，理解难点提供了详略得当的具体指导；尤其是书中的试题

精选和模拟试卷均是从国家题库抽取而得，直接反映了考试

内容的特点和题型特征。因此，本书对组织复习或考生自学有

着更直接的意义。须要强调指出的是，对于这两本资料务必从

头到尾反复阅读，尤其要弄清本职业（工种）鉴定考核试卷的

组卷思想、考核重点和试题试卷特点，真正“吃透”各项要求，

掌握要领，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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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住重点，全面复习

职业技能鉴定的基本目标就是为 提高劳动者素质，无

论是“鉴定要素细目表”的制定，还是试卷的组成，都是以此为

核心的。从前述命题思路、命题原则的有关说明中，读者也能

体会到这种指导思想，即是以基础性知识和技能的考核为主

要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考生在理论知识部分复习中要善于

抓住重点，展开全面复习，对基本概念要记忆准确、理解透彻、

运用熟练，并且还要在复习范围的“广”字上下功夫。在操作技

能部分复习中，注意对基本操作技能的培养，力求做到操作规

范、熟练无误，同时注意对本职业（工种 要求的主要操作技能

和典型操作特点进行针对性复习。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些原则，

考生应对本书中的试题精选和模拟试卷认真做答和练习，如

果发现自己哪一题的解答或实际操作中有困难，应该立即检

查，发现问题所在，做到每个难点和问题都能及时解决。

（三）降低焦虑水平，做好心理调节

参加任何一种考试，都应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力戒焦

虑，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之一。影响考生在考场上的心理状态

的因素很多，如当时的心情和身体状况、考试经验以及期待水

平等等。须要指出的是，动机水平过高，行为就要受到干扰，也

就是说，如果太想做好某件事，反而可能达不到目标。考生应

根据自己的实力，订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期待目标，这对于保持

恰当的动机强度，降低考试焦虑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是值得提

倡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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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鉴定考核重点

一 、 说 明

鉴定考核重点是近几年国家题库抽题组卷的基本范围，

对从业人员知识和技能要它反映了当前本职业（工种 求的主

要内容。

鉴定考核重点采用“鉴定要素细目表”的格式，以行为领

域、鉴定范围和鉴定点的形式加以组织，列出了本等级下应考

核的内容，考核重点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个部分。其

中，理论知识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知识点表示的鉴定点，操作

技能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考核项目表示的鉴定点。

“鉴定考核重点表”中，每个鉴定点都有其重要程度指标，

”的内容。重要程度即表内鉴定点后标以“ 反映了

该鉴定点在本职业 中对从业人员所要求内容中的相对（工种

重要性水平。自然，重要的内容被选取为考核试题的可能性也

就较大。其中， ”表示“核心要素”，是考核中最重要、出现频

”表示“一般要率最高的内容； 素”，是考核中出现频率一般

的内容； ”表示“辅助要素”，在考核中出现的频率较小。

“鉴定考核重点表”中，每个鉴定范围都有其鉴定比重指

标，它表示在一份试卷中该鉴定范围所占的分数比例。例如，

某一鉴定范围的鉴定比重为 ，就表示在组 分为满分成

的试卷时，题库在抽题组卷的过程中，将使属于此鉴定范围的

试题在一份试卷中所占的分值尽可能地等于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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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知识鉴定考核重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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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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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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