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技能鉴定题库开发技术规程 

1.1 理论学问题库开发 

理论学问考试是职业技能鉴定两大鉴定考核方式之一。依据职业技能鉴定命题基本理论和国

家题库开发技术规程，理论学问考试命题主要有以下两个工作环节： 

——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参考有关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确定《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 

——依据《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和试题编制要求，编制理论学问试题。 

以上每一个工作环节皆有明确的阶段成果，经审定后，这些阶段成果皆是下一个工作环节的

基础。 

一、编制《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 

《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是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依据标准中“比重表”确定的鉴定

比重，分等级对“基本要求”和“相关学问”进行逐级(层)细分形成的结构化表格，是理论学问

命题的基础依据。 

下面是初级摄影师理论学问比重表和鉴定要素细目表的部分内容： 

项目 初级(％) 中级(％) 高级(％)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基础学问 65   

 
相关学问 

拍摄 2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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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摄影师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部分) 

职业：摄影师      等级：初级       鉴定方式：理论学问         页码：1 

鉴定范围 鉴  定  点 

一级 二级 三级 

代码 名  称 

重
要
程
度 

页
码 

名称 
代码 

重要程度比
例 

鉴定 
比重 

名称 
代码 

重要程度比
例 

鉴定 
比重 

名称 
代码 
重要程度比
例 

鉴
定
比
重 

基本要求 
A 

(152：25：
01) 

70 

职业道德 
A 

(08：03：
01) 

5 

职业道德 
基本学问 A 
(04：02：01) 

3 
001 职业道德的的基本内涵 X  

… …   

职业守则 B 
(04：01：00) 

2 
001 爱岗敬业的基本要求 X  

… …   

基础学问 
B 

(144：22：
00) 

65 

摄影成像原
理 A 

(22：10：00) 
10 

001 可见光的波长范围 X  

002 光轴的概念 X  

003 光线传播的规律 X  

… …   

曝光限制与 
影调调整 

B 
(22：12：00) 

10 

001 曝光组合参数的含义 X  

002 正常曝光的含义 Y  

003 光比的含义 Y  
004 室外光线性质的分类 X  

… … … …   

 
相关学问 

B 
(53：32：21) 

30 

 
拍摄 A 

(38：26：
17) 

 
25 

合影照 A 
(03：10：03) 

5 
001 

小合影照布光的总体要
求 

X  

002 …   

证件照 B 
(15：06：04) 

 
10 

001 
拍摄证件照所运用的工

具 
Y  

002 阳面协助光的作用 X  

… …   
… … … …   

…  … … …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审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主要内容 

从上例可以看出，《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层次结构，

即将理论学问鉴定要素按国家职业标准逐级细化后，组成具有多层次结构的表格；二是特征参数，

即各层次鉴定要素的代码、重要程度指标、鉴定比重等参数指标。 

(二)《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编写基本步骤和要求。    

《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按职业、分等级进行编制，即一个职业每一个等级编制一套细

目表。 

1．依据国家职业标准中“基本要求”和“工作要求”中相关学问的内容，分别确定《理论学

问鉴定要素细目表》各级“鉴定范围”。 

●理论学问鉴定范围一级：是理论学问鉴定的总体要素。 

名称与国家职业标准对应，一般分为“基本要求”和“相关学问”； 

代码分别用“A”“B”表示：鉴定比重按国家职业标精确定； 

重要程度比例是它所包含的“鉴定范围二级”的重要程度比例的累计值。 

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基本要求”为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必需驾驭的内容，

原则上，“基本要求”部分的试题五个等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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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问鉴定范围二级：是对“鉴定范围一级”的分解，一般对应国家职业标准中的“基

本要求”和“工作要求”中的有关内容，将从业人员所应驾驭的理论学问按所隶属的职业活动范

围领域进行划分。 

名称与国家职业标准中“职业道德”、“基础学问”和“职业功能”中有关内容对应； 

代码按其在鉴定要素细目表中的自然排列依次，分别用大写英文字母“A”和“C”……表示； 

鉴定比重按国家职业标精确定； 

重要程度比例是它所包含的“鉴定范围三级”的重要程度比例的累计值。 

●理论学问鉴定范围三级：是对“鉴定范围二级”分解，一般对应国家职业标准“基本要求”、

“工作内容”，将从业人员应驾驭的理论学问按所隶属的工作内容范围进行划分，也可按学问单

元进行划分。 

名称一般与国家职业标准中的“职业道德基本学问、职业守则、基础学问和工作内容”中有

关内容相对应，或按学问单元确定名称； 

代码按其在鉴定要素细目表中的自然排列依次，分别用大写英文字母“A”“B”“C”……表

示； 

鉴定比重按国家职业标精确定，如国家职业标准未给出详细比重则按该鉴定范围重要性由专

家详细确定； 

重要程度比例是它所包含的“鉴定范围四级”或“鉴定点”的重要程度比例的累计值。 

●理论学问鉴定范围四级至六级：是对上一级鉴定范围的分解，一般可按学问单元进行逐级

细分。大多数职业理论学问鉴定范围分至三级即可，如有必要细分至四至六级，请留意整个细目

表结构层次应保持一样。名称、代码、鉴定比重、重要程度比例编写要求同鉴定范围三级。 

2．对最小级鉴定范围进行可鉴定性分析和深化细化，确定鉴定点。 

理论学问鉴定点：是对最小级鉴定范围进行可鉴定性分析，并按学问体系内在逻辑细化到最

小不行分割且独立可鉴定的“学问点”。 

鉴定点的名称应精确表达鉴定点内涵，文字表述必需清晰明确、完整简炼。表述时多用某某

的概念、性质、特点、分类、方法、规则、原理等语句，避开针对教材中某“章”或某“节”的

内容，而不是某个“学问点”，避开运用疑问句。 

鉴定点代码按鉴定点在鉴定范围中的自然排列依次，分别用数字“001、002、003……”表示； 

鉴定点的重要程度是指每个鉴定点在整个鉴定点集合中的相对重要性水平，它反映了每个鉴

定点与其他鉴定点相对重要程度。专家可依据阅历确定各鉴定点的重要程度，并分别用“X、Y、Z”
表示，X为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一般为职业活动必备的学问点：Y为一般要素；Z为协助性要素。在

鉴定要素细目表中，重要程度的数量分布一般是X占80％以上，Y不超过15％，Z不超过5％。 

鉴定点数量依据实际状况确定。理论学问鉴定点数量一般为鉴定比重的2倍以上，每个等级的

鉴定点总量最少为200个。 

精晶题库的鉴定点数量至少为鉴定比重的3倍以上，每个等级的鉴定点总量最少为300个。如

有特殊状况，个别职业鉴定点数量可视详细状况而定。 

3.《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编写和审查基本要点如下： 

●层次结构及比重与国家职业标准对应，且能满意国家题库组卷须要； 

●内容不超出国家职业标准范围； 

●各层次代码及特征参数合理正确； 

●鉴定点划分遵循“最小且独立可测量”原则； 

●鉴定点一般只针对一个考核要点，尽量选择该职业必需驾驭的学问或技能要素，即X点； 

●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鉴定点在同一级别内不能重复出现； 

●同一鉴定点在不同级别出现时，名称一样。 

●鉴定点名称、所用术语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文字表述正确且符合编制要求； 

●鉴定点总量满意鉴定须要(一般X占80％以上，Y不超过15％，Z不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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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写理论学问试题 

(一)理论学问试题编写基本原则 

1．严格按《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中所列鉴定点内容命制试题，所命试题不得超出鉴定

要素细目表所涉及的内容范畴。避开接受学科化的思路，过分强调学问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在关联

性，从而导致要求考查的学问内容远远超出职业活动要求的倾向。 

2．把握试题难度，使试题的难度符合对应鉴定点的内容深度水平。避开接受传统的过分强调

学问死记硬背和文字嬉戏式的提问方式，在内容上避开偏题，在表述上避开怪题。 

(二)理论学问试题编写步骤及要求 

1．依据《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确定试题对应的鉴定点，标注试题特征参数。理论学问

试题基本特征参数如下： 

●层次属性：指一道理论学问试题所对应的鉴定点；一般用鉴定点代码表示 (如，

A--A--A---001) 。 

●题型：依据国家职业资格等级对学问技能驾驭程度的不同要求，不同等级的国家题库题型

也有所区分。目前，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初级)、四级(中级)、三级(高级)全部接受客观试题，初、

中级接受单项选择题(代码为“1”)和推断题(代码为“2”)两种题型，高级接受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代码为“10”)、推断题等 3 种题型。技师与高级技师试卷依据职业的不同，既可全部

接受客观试题，也可接受客观试题加主观试题（主观试题在卷面中所占比重不超过 40％）。假如该

职业技师与高级技师试卷全部接受客观试题就能够客观、精确测量出考生的相应理论学问，那么

可全部接受客观试题，题型设计三级(高级)相同。假如不能，则接受客观试题加主观试题的方式

命题。依据职业的不同，选用的主观试题的题型也不同。可选用的主观试题题型主要包括：填空

题(代码为“3”)、简答题(代码为“4”)、计算题(代码为“5”)、论述题(代码为“6”)、绘图

题(代码为“7”)、名词说明题(代码为“8”)、多媒体题(代码为“9”)。 

编写试题时，初、中级每个鉴定点下至少编写4道单选题、2道推断题；高级每个鉴定点下至

少编写3道单选题、2道多选题、2道推断题。技师、高级技师假如全部接受客观试题，每个鉴定点

下至少编写4道单选题、3道多选题、3道推断题；假如接受客观试题加主观试题，客观试题部分每

个鉴定点下至少编写3道单选题、2道多选题、2道推断题，主观题题量应保证能够组成40套零重复

率有效试卷对主观题题量的要求。  

●等级代码：国家职业资格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分别以5、

4、3、2、1表示。 

●难度等级：由专家在试题编写时，对试题难度所作的难易程度等级的初步评定。一般分为

易、较易、中等、较难、难五个等级，分别以1、2、3、4、5表示。难度以中等(3)为宜，偏易(1)

或偏难(5)的试题尽量削减。 

同时，为便于将试题导入国家题库，命题专家可以运用“国家题库专用录入器”干脆录入理

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和试题，也可接受计算机 word 文档方式，录入理论学问试题。接受 word
文档方式录入试题的统一格式和各项试题特征参数如例 1、例 2 所示(祥见第本章第 3 节题库录入

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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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单项选择题)： 

 

[T]A——B——C——001          3       1      5 

 

 

 

曝光宽容度等于胶片的宽容度（ ）景物的曝光范围。 

（A）减去   (B) 加上   (C) 除以   (D) 乘以[T/] 
 

[D]A[D/] 
 

 

 

例2(推断题)： 

[T]A--B--C--001  3  2  3 
曝光宽容度等于胶片的宽容度减去景物的曝光范围。（  ）[T/] 
[D]√[D/] 
 

例3(多项选择题)： 

[T]A-B-M001  3  10  4 
色调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包括（   ）。 

(A)色温    (B) 明度    (C) 色相    (D) 纯度    (E) 密度[T/] 
[D]BCD[D/] 
 

2．按要求编写试题 

●编写单项选择题：即一道试题有四个备选答案，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其他三个选项

都是对正确选项有肯定干扰性的干扰选项。 

●编写多项选择题：即一道试题有五个备选答案，其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其他选

项都是对正确选项有肯定千扰性的干扰选项。 

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题干一般接受空缺句，题中的空缺部分用“()”表示，句尾一律用

句号； 

备选项号码一律用英文大写表示，并用“()”圈起： 

答案干脆用选项字母表示； 

●编写推断题： 

题干一般接受陈述句，标准答案用“X”、“√”表示。 

●命题技巧及试题样例： 

——通过变更题干考核关键点(即变更括号位置)的方式进行反复命题，如： 

教材内容：在计算曝光宽容度时，可以接受下列公式计算： 

曝光宽容度：胶片的宽容度—景物的曝光范围。 

鉴定点名称：曝光宽容度的计算 

A--B--C--001  3  1   3 
曝光宽容度等于胶片的宽容度减去(  )。 

(A)光源的光照度 

(B)景物的曝光范围 

(C)被摄物的反光率 

(D)景物的明暗光比度 

题型代码 鉴定点代码 

难度系数 

题目结束符 

答案起先 

题目起先符 

答案结束 

标准答案 

等级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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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上述这道试题可以通过变更题干考核关键点进行反复命题，如： 

A--B--C--001  3  1   3 
曝光宽容度等于(  )减去景物的曝光范围。 

(A)光源的光照度 

(B)被摄物的反光率 

(C)胶片的宽容度    

(D)景物的明暗光比度 

答案：C 
A--B--C--001  3  1   3 
曝光宽容度等于胶片的宽容度(  )景物的曝光范围。 

(A)减去 

(B) 除以 

(C) 乘以 

(D)加上 

答案：A 
——通过列举实例进行反复命题，如： 

A--B--C——001  3  1   3 

若胶片的宽容度为9级，景物的曝光范围为7级，则曝光宽容度是(  )级。 

(A)  16 
(B)  4 
(C)  l 
(D)  2 
 答案：D 
——通过变更选项内容(即题干不变，在四个选项中至少变更2个选项的内容)，进行反复命题，

如： 

A--B---C--001  3  1   3 
若胶片的宽容度为9级，景物的曝光范围为7级，则曝光宽容度是(  )级。 

(A)  16 
(B)  2 
(C)  63 
(D)  8 
答案：B 
——通过变更题干中数字进行反复命题，如： 

A--B---C---001  3  1   3 
若胶片的宽容度为10级，景物的曝光范围为5级，则曝光宽容度是(  )级。 

(A)  15 
(B)  5     
(C)  50 
(D)  2 ．5 

答案：B 
——通过变更题于表述的方式进行反复命题，如： 

A--B--C---001  3  1   3 
(A)曝光宽容度等于光源的光照度减去景物的曝光范围 

(B)曝光宽容度等于胶片的宽容度减去景物的曝光范围 

(C)曝光宽容度等于光源的光照度减去被摄物的反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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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曝光宽容度等于景物的曝光范围减去被摄物的反光率 

答案：B 
——通过变换题型进行命题，如： 

A--B--C--001  3  2   3 
曝光宽容度等于胶片的宽容度减去景物的曝光范围。 

答案：  √ 

A--B--C--001  3  2   3 
若胶片的宽容度为10级，景物的曝光范围为5级，则曝光宽容度是2级。 

答案：X 
(三)编写理论学问试题简洁出现的命题技术问题 

1．同一个鉴定点内试题没有与该鉴定点内容对应。 

如鉴定点“鸡尾酒干马天尼(Dry Martini) 的装饰物” 

试题1：鸡尾酒干马天尼(Dry Martini)    试题2：鸡尾酒干马天尼(Dry Martini) 的载杯 

的装饰物是(  )。                      是(  )。  

(A)樱桃                                         (A) 古典杯 

(B)苹果片                                       (B) 柯林杯 

(C)柠檬片                                       (C) 鸡尾酒杯 

(D)青橄榄                                       (D) 雪利杯 

答案：D                                         答案：C 
试题2内容与该鉴定点内容不符，所以应按反复命题技巧进行修改。 

2．反复命题技巧运用不当，造成重复命题。 

如试题1：鸡尾酒干马天尼(Dry Martini)    试题2：鸡尾酒干马天尼(Dry Martini) 
的装饰物是(  )。                     的装饰物是(  )。 

(A)樱桃                                         (A) 柠檬片 

(B)苹果片                                       (B) 苹果片 

(C)柠檬片                                       (C) 青橄榄 

(D)青橄榄                                       (D) 樱桃 

答案：D                                          答案：C 
试题l 与试题2题干没有变更，选项内容也没有变更，只变更选项依次，因此互为重题。应按

有关技术方法要求，变更题干表述或变更至少两个选项内容。如：将试题2选项内容变更为 

试题2：鸡尾酒干马天尼(Dry Martini) 的装饰物是(  )。 

(A)香蕉片  (B) 柠檬角  (C) 青橄榄  (D) 猕猴挑  答案：C 
3．试题没有对应鉴定点的核心内容。 

鉴定点：  科学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 

如试题1：科学的概念至少应包括对科学的看法和价值观、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科学学问

等三个基本(    )。 

(A)  要素 

(B)  因素 

(C)  条件 

(0)  依据 

答案：A 
试题2：科学的概念至少应包括对科学的看法和价值观、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    )等三

个基本要素。 

(A)实践检验 

(B)时间检验 

(C)科学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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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科学基础 

答案：C 
试题1考核的不是鉴定点的核心内容，应将鉴定点的重点和关键作为出题内容，如试题2。 

推断题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试题3：有利于饭店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是客人投诉的意义之一。 

答案：  √ 

试题4：有利于饭店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是客人投诉的缘由之一。 

答案：  X 
试题4否定的关键点是“缘由”，但不是该鉴定点的核心内容。 

4．单纯考核数字或文字记忆。 

如鉴定点“调酒操作方法的种类” 

试题1：进行调酒操作的方法共包括(  )。     试题2：进行调酒操作的方法共包括(  )。 

(A)4种                                 (A) 调和法、冲和法、兑和法和摇和法 

(B)3种                                 (B) 调和法、兑和法和摇和法 

(C)2种                                 (C) 兑和法和摇和法 

(D)1种                                 (D) 兑和法 

答案：B                                 答案：B 
该鉴定点的内容是调酒操作方法的种类。试题1只单纯考核了调酒操作方法种类数量，而试题

2考核了调酒操作方法种类内容，因此试题2比试题1更好地反映该学问点的内容，也避开了考生对

数字死记硬背。    

但是假如职业活动本身要求考生必需记住某些有关数字，则可以命制这类试题。 

5．选项无干扰性。 

如：调酒师在接待顾客时，要(  )。 

(A)看法肃穆    (B) 表情呆滞  (C) 热忱待客  (D) 说话粗鲁    答案：C 
此试题A、B、D三个选项对正确选项C缺乏必要的干扰，考生能够快速选择出正确的选项。 

正确的作法是：选择题三个非正确选项至少有一个选项对正确选项有剧烈干扰。在编写非正

确选项时要尽量选择考生易混淆或与正确答案相近、但不是正确答案的选项。 

6．试题答案不唯一。 

这一错误常出现在用形容词、副词做考核关键点的试题中 

如：调酒师的仪态应(  )。 

(A)大方  (B) 庄重    (C) 高雅  (D) 得体    答案：A 
该题四个选项皆对，无唯一正确答案。应调整选项内容或变更试题题干。 

假如选项之间相互包含，也会使答案不唯一。 

如试题1：我国常见的低视力    试题2：下列选项中不是我国常见的 

眼病有：(  )                        低视力眼病的为：(  ) 

(A)  白内障                         (A) 白内障 

(B)  沙眼                           (B) 沙眼 

(C)  视网膜脉络膜病变               (C) 视网膜脉络膜病变 

(D)  以上均是                       (D) 角膜炎 

答案：D                             答案：D 
试题1选项D包含了A、B、C，造成4个选项都对。可以变更题干和选项，如试题2。 

7．试题表述不完整，造成答案皆对或皆错或不唯一。这一错误常出现在从教材摘抄语句时缺

少前提条件。 

如试题1：调酒师应当(  )瓶口。    试题2：在斟倒完葡萄酒后，调酒师应当(  )瓶口。 

(A)握住                                    (A) 握住 

(B)旋转                                    (B)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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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平托                                    (C) 平托 

(D)擦拭                                    (D) 擦拭 

答案：B                                     答案：B 
当试题摘抄教材文字时，必需考虑教材内容前后关系，对内容和文字重新进行细加工，保证

试题内容完整、精确。 

8．试题内容过于强调系统完整，给本题或其它“鉴定点”试题供应正确答案的线索或提示。 

如试题：一幅素描色调的局部调子应符合总体调子，要和整体调子(  )。答案：相统一。 

应改为：一幅素描色调的局部调子要和整体调子(  )。  答案：相统一 

9．标点符号运用不当，特殊是“、”“，”“：”运用不当，让考生费解或误会。 

10．在编写基础学问试题时，涉及到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等内容要慎重。 

(四)审查试题 

除审查是否出现上述命题技术问题外，还要审查： 

1．试题内容与《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鉴定点相对应，不超范围，也不缩小范围。 

2．初、中级一个鉴定点内题量一般不少于6道题(单项选择题不少于4道，推断题不少于2道)：

高级一个鉴定点内题量一般不少于7道题(单项选择题不少于3道，多项选择题不少于2道，推断题

不少于2道)。技师、高级技师假如全部接受客观试题，每个鉴定点内题量一般不少于10道题（4道

单选题、3道多选题、3道推断题）；假如接受客观试题加主观试题，客观试题每个鉴定点内题量

一般不少于7道题(单项选择题不少于3道，多项选择题不少于2道，推断题不少于2道)，主观题题

量应保证能够组成40套零重复率有效试卷对主观题题量的要求。 

3．试题中术语与符号接受法定计量单位和现有国家标准中规定或通用的术语、名称、符号等,

不能用地方习惯用语及自定的符号、代号等。 

4．正确选项的字母应随机排列，避开出现多数正确答案为某一特定选项的现象。 

5．试题附图应清晰，不要过大，一般最大不超过100X160m㎡。如用手工绘图应运用炭素铅笔

制作，并供应相应的原始图形；如用绘图软件做图，应供应绘图软件的名称、版本。 

6．试题的录入与校对干脆影响国家题库内试题质量及由题库生成试卷的质量，同时又是检查

试题内容与参数正确性的最终机会。为了确保试题的编写与录入质量，建议运用“三稿九校工作

法”，即三次打印文稿，每次由三人流水作业进行校对。详细标准如下：  技术标准(差错率指标)： 

    一标点符号差错率    ≤10／1000题 

    一非关键文字差错率  ≤8／1000题     

    一关键文字差错率    ≤5／1000题 

    一统一标记差错率    ≤5／1000题 

    一参数差错率       ≤3／1000题 

    一图形、公式差错率  ≤1／1000题 

    一计算结果差错率    ≤2／1000题 

    一格式要求差错率    ≤1／1000题 

    一评分标准残缺率    ≤5／1000题 

(五)留意事项 

1、试题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应以《鉴定要素细目表》为准。 

2、初、中级全部接受客观试题（单项选择题和推断题）；高级试题全部接受客观试题（单项

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推断题）技师和高级技师试题依据职业的不同，可全部接受客观试题，也

可接受客观试题加主观试题组成，其中主观试题不得超过 40％。 

3、每个职业的每个等级鉴定点应不少于 200个，每个鉴定点下一般命 4个选择题和 2个推断

题。 

4、选择题中三个非正确选择中，至少有两项对正确项有干扰。 

5、每道试题都有相关参数：等级代码、题型代码、难度系数代码 

 



 

 

(一)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表样 

 

       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 

 

职业：        等级：                鉴定方式：理论学问             页码： 
鉴定范围 鉴  定  点 

一级 一级 二级 
代
码 

名  称 
重要
程度 

页 
码 

名称 
代码 

重要程度比例 

鉴定
比重 
 

名称 
代码 

重要程度比例 

鉴定
比重 

名称 
代码 

重要程度比例 

鉴定
比重 

基本要求 
A 

(  ：  ：  ) 
 

 
A 

(   ：  ：  ) 
 

A 
 

00l    

(  ：  ：  ) 002    

B 
 

001    

(  ：  ：  ) 002    

 
B 

(  ：  ：  ) 
 

A 
(  ：  ：  ) 

 
00l    

002    

B 
 

001    

(  ：  ：  ) 002    

相关学问 
B 

(  ：  ：  ) 
 

A 
(  ：  ：  ) 

 

A 
 

001    

(  ：  ：  ) 002    

B 
(  ：  ：  ) 

 001    

 002    

 
003    

004    

  
001    

    

 
B 

(  ：  ：   ) 
 

A 
(  ：  ：  ) 

 001    

 002    

 
003    

004    

      

C 
(  ：  ：  ) 

 

  001    

A  002    

(  ：  ：  )  
003    

004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审表人：     审表日期：   年  月  日  

 

 

 



 

二)审定看法表表样 

   1．过程审定看法表样 

 

      职业《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及试题编写过程审定看法表 

 

     项目 

看法 

级别  

 

须要修改的内容 

编写专家 

是否接受 

编写专家未接受看法的理由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审定专家签字：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项目负责人签字： 

 

编写专家签字： 

说明：审定专家和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项目负责人就题库细目表或试题编写提出看法，填入

须要修改的内容一栏；编写专家应逐项探讨看法，合理的看法应接受，有异议的看法应说明未接

受的理由(可另附页)。 



 

终审看法表 

      职业《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及试题终审看法表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邮编  

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对《理论学问鉴定要素细目表》及试题的总体审定看法(可另附页)： 

初级须要调整或修改的详细看法(可另附页) 

中级须要调整或修改的详细看法(可另附页) 

高级须要调整或修改的详细看法(可另附页) 

技师须要调整或修改的详细看法(可另附页) 

高级技师须要调整或修改的详细看法(可另附页) 

审定专家签字： 

 

   审定日期：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项目负责人看法： 

 

                                                             审定日期： 



 

 

操作技能考核是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技能鉴定区分于其他资格考试的突出

特征。操作技能考核命题既要遵循考试科学的普遍规律，更要依据“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

实力为核心”指导思想，从工作现场实际和职业活动动身设计考核方式。基本原则是考核的科学

性和可行性的统一。 

操作技能国家题库开发技术核心是模块化、结构化、标准化。开发操作技能题库的基本步骤

主要包括四大部分： 

--—分析职业标准，确定《操作技能考核内容结构表》； 

--—编制《操作技能鉴定要素细目表》： 

--—编写操作技能考核鉴定点； 

--—编写操作技能考核试题。 

(对于国家职业标准中要求在标准教室考试的职业，可以笔试方式考核，并结合本职业特点确

定考核题型，比如案例分析、方案策划、模拟题、情景题、计算题、简答题、论述题等。) 

一、编制《操作技能考核内容结构表》 

《操作技能考核内容结构表》是依据国家职业标准，依据职业活动整体内在关系，确定的本

职业各等级的考核范围结构表。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1)内容划分：依据职业活动内容，划分出该职业的整体操作技能活动范围和内容，一般不按

过程划分。详细划分方式可以按下述步骤进行： 

——按性质划分：依据职业活动中的不同性质进行划分。例如，在职业活动范围中，一般可

以划分出操作技能要求和其它要求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通过从业者的详细操作活动完成的工作

目标，如加工工件；后者主要指由于职业中的职能性工作带来的活动要求，如培训与指导。 

——按主辅划分：依据职业活动中所要求的各种操作技能的重要程度划分为基础性、主体性

和协助性三种操作活动要求。例如，在中式烹调师中除了“菜肴制作”这一主体操作活动要求外，

还在“刀工”和“原材料初加工”等基础性操作活动方面有要求；而在修理电工中除了“设计”、

“安装”、“调试”、“故障检修”等主体操作活动要求外，还要求“仪表仪器的运用与维护”

等协助性操作技能要求 

——按领域划分：依据职业活动的不同领域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并没有先后凹凸之分，只是

指不同的工作领域。例如，汽车修理工中有“维护”、“修理”和“故障诊断与解除”等详细工

作领域。 

(2)等级划分：依据职业活动在不同等级间要求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水平的不同，划分出各个等

级所要求的操作技能要素。要素等级划分时，应当从职业活动范围和职业活动水平两个方面入手： 

——职业活动的范围：一个职业的职业活动范围是相对确定的，这些职业活动是该职业全部

从业人员的活动总集合。职业中不同等级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范围上是有差异的。例如，高级美

发师在初、中级美发师职业活动范围基础上增加了“设计”，美发技师和高级技师在高级美发师

职业活动范围基础上又增加了“经营管理”。 

——职业活动的水平：一个职业的不同等级，都要求同一方面的操作技能，但一般状况下要

求的水平是不同的。例如：车工初、中、高级皆要求“识图”，但初级要求能读懂简洁零件图，

中级则要求读懂零件工作图及简洁机构的装配图，高级则要求读懂困难畸形零件图等。 

(3)按科学性和可行性原则，确定各级别的鉴定范围，编制《操作技能考核内容结构表》。 

在完成上述内容和等级划分后，要选择既符合职业活动特征，又具有考核鉴定可行性的内容，

确定各级别鉴定范围。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实可行性。每个鉴定范围的考核内容、要求达到的水平、基本设备和原材料等必需

在鉴定工作中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考试本身就是对学问或技能总体的抽样，因此，在操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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