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９ 卷　 第 ６ 期

Ｖｏｌ．９ Ｎｏ．６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 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２１６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２７１－０４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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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地方商科院校在新工科建设中对计算机类专业改造升级所带来的人才培养面临的新挑战，详细分析了地方商科

院校重构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模式在育人目标、育人平台、育人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文对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实

践探索，具体包括：以新工科理念为引领，优化“工＋商”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新型工程科技人才能力提升为主导，实施“两基四

维三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提高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构建“决策－评价－调控”三位一体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实践探

索效果显著，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较好地解决了地方商科院校工科专业边缘化的导向偏差，为地方特色高校计算机类专

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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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为应对新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挑战，２０１７ 年

教育部提出了新工科建设战略计划，针对计算机类

专业提出多方协同育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工程实践能力提升的人才培养模式新要

求，旨在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

新型工程科技人才［１－２］。 新工科进一步要求，在新

理念的指导下，根据工程教育新模式的需求，创新工

程教育、教学培养方法和手段［３］。 作为地方本科院

校，如何依托学校特色学科优势对计算机类专业进

行改造升级，如何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培

养新型工程科技人才，这是面向新工科时地方院校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新挑战。

１　 问题分析

１．１　 现有突出问题

针对新工科建设对计算机类专业改造升级的要

求，湖南商学院计算机类专业立足于商科办学优势，
扎根于自身专业特色，力求商务管理与信息技术的

相互渗透、交叉融合，既注重学生掌握过硬的专业技

术，又强调学生具备创新创业意识，其目标是培养创

新型、创业型和应用型（简称“三型”）的人才。 但面

向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需求，地方商科院校重

构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程度存在以下突出

问题。
（１）对产业需求导向重视不够，育人平台单一

传统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重理论，轻实



践，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不够系统，教书育人过程中以

理论讲授为主，对 “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

向” ［４］的重视不够，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偏弱，人才质

量不能满足企业对高科技创新人才的要求，造成人

才供需矛盾较大。
（２）对创新创业教育理解不全，育人体系零散

传统计算机类人才培养体系中专业教育、创新

创业教育由多个部门承担，在功能发挥上，各自为

政，缺乏部门间的沟通协调，育人体系零散，整体功

能偏弱。 对“未来新经济需要创新能力强的新型工

程科技人才” ［４］ 的要求理解不准确，将创新创业教

育简化为职业技能培训，缺乏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

合，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欠缺。
（３）对专业跨界融合认识不足，育人目标滞后

传统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未能充分认识战略性新

兴产业、引领性行业的发展规律，专业划分较细、培
养方式单一、目标定位滞后，对“从专业封闭转向跨

界交叉融合” ［４］ 的趋势重视不够，学生综合素质不

强，难以适应新兴信息技术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的

形势。
１．２　 改革必要性

国家目前正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

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和智能制造、集成

电路等新产业相关的新兴工科专业和特色专业集

群。 在此形势下，对传统计算机类专业进行改造升

级，以适应新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势在必行。
（１）校内教学转向校企协同育人

传统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需要符合产业变革

的发展趋势，借助校内校外资源协同育人，人才培养

平台的搭建是新工科建设的新任务。
（２）专业封闭转向跨界交叉融合

传统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模式为达到新工科建设

要求，需改革课程体系、思维训练体系、教学质量保

障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新工科建设的新挑战。
（３）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

传统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应对以新技

术、新模式、新产业为特征的新经济发展需求，人才

培养目标的调整是新工科建设的新使命。
１．３　 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１）育人平台问题

新工科建设目标要求“积极吸纳社会资源、加
大推进校际协同” ［５］。 传统计算机类人才培养存在

创新创业教育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专业教育以校

内理论讲授、验证性实验训练为主，导致创新创业教

育脱离社会经济实际、工程实践教育有悖市场需求。
据此提出建设校内创新创业基地、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增强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搭建“处处可成

才”的育人平台。
（２）育人体系问题

新工科建设需要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

革，体现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科交叉、跨界融合的特

征。 传统计算机类专业教育模式育人体系分散，各
行其是，创新创业教育难以全面覆盖至课程教学、课
外实践、实习实训等各个环节。 据此构建了“课堂

研讨、实践操练、赛事提升、科研拓展”四维联动的

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构建学生“事事可成

才”的育人体系。
（３）育人目标问题

新工科建设要求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

能力的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传统计算机类专业将创

新创业教育简化为技能培训而忽略了创新创业精神

培养，将实践能力培养局限于专业实验训练而缺乏真

实项目的实践。 针对该育人目标问题，提出以新工科

理念为先导，凝聚“工＋商”的人才培养共识，以“信息

技术＋商务管理”的人才培养特色，推进新型工程科技

人才培养，达成“人人可成才”的育人目标。

２　 具体措施

２．１　 优化“工＋商”的人才培养方案

（１）突出商贸行业特色与商科背景教育

以信息、商贸等行业的“工程项目”为导向，依
托学科专业建设平台和教育教学资源，进一步强化

和彰显人才培养的行业特色与工程背景。 如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开设 《财务管

理》、《财税专题》、《法学通论》、《管理通论》和《中
国文化概念》等课程。

（２）强调“工＋商”交叉融合解决商务信息化问

题

计算机类专业定位于信息和商贸行业“特色信

息化”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为商贸行业培养了大

批急需的信息化人才。 因此，电子信息工程获得了

省级资助特色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获得了省

级重点建设专业，“工＋商”交叉融合专业特色更加

鲜明。
（３）构建“三型”人才培养过程“三融入”机制

根据“三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企业导师融入

师资队伍、科研平台融入实践教学、创新创业融入培

养体系的“三融入”机制，强化学生在经济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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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考虑计算机、经济学、管理学

等学科交叉融合趋势，进一步强化专业实践教学环

节。 各专业设置至少 ６ 学分的校企合作、创新创业

课程。
（４）科学制定计算机类“三型”人才培养计划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在于“新”，强调“新的工科

专业、工科的新要求”以适应新经济发展和产业变

革。 为此，立足于学校商科教育背景，提出“工＋商”
的新工科建设理念，定位创新型、创业型、应用型

“三型”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信息技术＋商务管理”
的人才培养特色，并将相关内容融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版

人才培养计划之中。
２．２　 实施“两基四维三型”人才培养模式

　 　 “两基四维三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１ 所示。
　 　 （１）“三型”人才培养目标（人人可成才）

遵循“至诚至信、为实为新”校训，紧紧围绕创

新型、创业型和应用型计算机类“三型”人才培养目

标，构建“信息技术＋商务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模

式，兼顾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多层次人才培养要求，对
“三型”人才分流培养。 通过人才培养目标调整与

优化，实现“新工科”跨界人才培养。 提高其实践技

能，激发其创新精神，努力契合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

人才的基本需求，培养出适应新经济发展和产业变

革的复合型人才。
　 　 （２）两大基地平台（处处可成才）

①校内创新创业基地。 依托学校创新创业基

地，利用移动商务、新零售等领域 ３ 个省级平台及新

兴信息技术领域 １０ 余个实验室，指导学生开展项目

实践。 ９０％以上学生参加过创新创业项目，自主创

业比例达 ４％。
②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建立校企协同创新联

盟，与 １６ 家企业建立校外基地，联合进行专业实习、
项目开发等，合作开展 １０ 余门课程的综合实训。 毕

业设计选题主要来自生产一线，毕业实习采用“双
导师”制。 通过两大基地的建设与互动，提升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通过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

地，开展专业共建、实习实训、项目开发、课程设计等

合作模式，深入产业和技术最前沿，实现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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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两基四维三型”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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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四维育人体系（事事可成才）
①课堂研讨。 实施“导学结合”的互动教学，促

进学生思考与探讨，避免课堂僵化。 有 ２０ 余门课程

开展研讨式教学，部分课程实行慕课教学。
②践操练。 构建“夯实基础，强化设计，面向应

用”的多层次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建立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实验室，通过课内实验和

课外设计，培养学生的实践、设计等能力。
③赛事提升。 通过程序设计、电子设计、“挑战

杯”、“互联网＋”等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提升学生

“双创”的意识和能力。 近 ３ 年，学生参与学科竞赛

人数达 ３ ０００ 余人次，超过学生总数的 ９０％。
④科研拓展。 通过参加教师科研项目，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实现教研相长。 有 ５００ 余

名学生参与 ４０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２．３　 构建“决策－评价－调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为顺利推进“两基四维三型”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了“决策－评价－调控”三位一体的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从教学决策、教学评价、教学调控保障人才培

养质量。
（１）教学决策机制保障“工＋商”新工科理念在

培养方案中全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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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决策系统以党政联席会议为主体对重大教

学政策做出决策，以教务办、教学系为主体对教学政

策进行层层落实，保障具体教学环节的顺利推进。
教学决策系统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订、课程设置等方面保障“工＋商”新工科

理念在培养方案中全面贯彻。
（２）教学评价机制致力“信息技术＋商务管理”

特色的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教学评价以学院党政领导听课、教学环节督导、
学生信息员反馈课堂教学等为主体对教学信息进行

收集，以教学督导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等为

主体对教学环节进行分析与评价，从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评估教学环节

执行情况，确保“信息技术＋商务管理”特色的工程

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３）教学调控机制确保“三型”人才培养目标顺

利达成

教学调控机制以教务办、教学督导、教学系

（室）、校企合作单位、主要用人单位等为主体进行

教学信息反馈与调控，以院办、教务办、学工办、档案

资料室等为主体进行教学条件与教学资源的保障，
保障“三型”人才培养目标得以顺利达标。

３　 培养成效

３．１　 两大基地良性互动

依托学校创新创业基地以及移动商务、新零售

等领域 ３ 个省级平台创建新技术领域 １０ 余个实验

室，作为计算机类学生的校内创新创业基地。 在步

步高、中国移动通信、广州要玩娱乐等 １６ 家知名企

业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近 ３ 年，３００ 余名学生

依托校内外基地参与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共获得国

家级项目 ３ 项、省级项目 １６ 项、校级项目 ４３ 项。 毕

业即自主创业比例达 ４％，１ 家学生企业在湖南股权

交易所正式挂牌。
３．２　 “四维”育人成效显著

计算机类师资队伍建设上，省青年骨干教师 ７
人，获含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工程科技

人才培养研究）在内的 １１ 项省部级教改课题，国
家、省级优秀指导奖 １０ 余项，省高校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奖励 ３ 人，校慕课课程遴选 ３ 人次、教学名师 １
人、优秀教师 ２ 人、感恩优秀教师奖励基金 ４ 人。

在学生学科竞赛上，３ ０００ 余人次参与各类学科

竞赛，３８０ 余人次获奖。 ２０１７ 年获各类奖项共 ５８

项，其中，国家级 ９ 项（含：国家级一等奖 ２ 项、二等

奖 ２ 项，全国性行业协会特等奖 １ 项、一等奖 ２ 项、
二等奖 １ 项、三等奖 １ 项）、省级 ４９ 项。 在学生科研

拓展上，超过 ２５％的学生在新技术领域参加教师的

科研项目。
３．３　 “三型”人才备受青睐

计算机类毕业生市场认可度较高，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届毕 业 生 就 业 率 分 别 高 达 ９５． ７４％、 ９３． ２４％、
９５．０５％。每年均有学生考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

著名高校的信息类硕士生。 越来越多毕业生进入华

为、腾讯、网易等知名 ＩＴ 企业任职。

４　 结束语

本文在面向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立足学校“三
型”人才培养定位，结合自身优势，凝聚了“工＋商”
的新工科计算机类人才培养理念，形成了“信息技

术＋商务管理”的人才培养特色。 通过四维育人体

系等教学改革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地方商科院校工

科专业边缘化的导向偏差，为地方特色高校计算机

类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 然而，面对新经济

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新要求，“三型”人才培养的目

标、路径必然发生深刻变化，这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计算机类新工科建设顺应

时代新要求提供指导。 此外，新工科背景下的计算

机类“三型”人才培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

探索性，创新创业实践型人才培养更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如何把握和遵循人才培养基本规律，结合

专业教育，完善教学评价及反馈，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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