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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产教融合是指通过教育和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学校与企

业合作培育人才，实现产业发展和人才教育的有效结合。产教
融合是实现学校企业双赢的有效手段，在教育领域中具有重要
的实际含义，高职院校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实践课程在专科人才培养计划中占据重要地
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将专业教育和终身学习有机地结合
起来，促进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2　高职计算机专业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和其它教育的不同，有它自身的特

点，需要进行产教融合，学校培养学生满足企业需求，提高
职业学校学生在岗位上做好，增强技术人才培养的目的性，产
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通过对一些高职院
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可以
看出，现有的课程开发在课程设计等方面需要进行探索，这些
情况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开发中需求解决的，也是高职
教育课程开发中常见的因素。2.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

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应被定位于计算机应用领
域使用人员，但高职学校的学生资源来自全国各地，而各地区
的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高职学生的文化层次不同，
毕业生缺乏专业水平，应用能力薄弱，就业供求矛盾严重，课
程开发的主体是教师，受到学科体系思想的影响，按照传统计
算机相关学科的实习方式，教育效果不好，学生很难学习，学生
对教育课程体系缺乏整体观念。即使课程优秀，在今后的工作
中，短期内也不会满足企业的要求。

2.2企业与行业参与程度不高
结合产教的最佳状态是企业主动与学校合作，是影响课程开

发质量的重要因素，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企业加入到人
才培养方案的讨论中来，企业和学校共同讨论课程内容和安排，
教师进入行业企业进行岗位培训，实际参与企业项目运营，企
业、学校和学生之间沟通不足，课程开发缺少沟通，相互孤立，
造成三方不满，教育内容严重脱离了实际业务技能的要求。

2.3产教融合教学团队水平不高
高职计算机专业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现有的教师由于缺

乏应用技术研究和开发人才，来自学校的专业教学力量在教学过
程中比较薄弱，不能参与企业的软件开发，在培训过程中，兼职
教师主要是一线软件专业技术人员，对企业实践有很强的了解和
实践能力，但缺乏教育能力，专业教师站在这讲平台上，因为他
们担任教学任务，对企业新技术，学习新知识没有多少时间和精
力，生产和教育不具备融合的基本条件。

2.4课程内容不能及时更新
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基本遵循传统封闭的学校运营模

式，高职课程的开发原则和方法大多局限于理论层面，实际应用
局限于原有基础上的完善，专业教育与社会脱节，课程内容陈
旧，教材落后，在教育过程中很难体现IT产业的最新技术，计
算机产业的发展属于以产品为方向进行发展，产品平均每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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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更新一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变动和大学使用的电脑教材查
新一般需要2-3年的周期，对课程内容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对
具体的专业或课程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

3　高职计算机专业课程实践研究
高职计算机软件专业“产教融合”问题解决对于产教融合

相关的内容很多，需企业和学校合力共同促进产教融合的实
施。从专业层面而言可采取以下措施解决产教融合问题。

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高职计算机专业要想把产教融合起来，必须以实际软件开

发项目为媒介，实施“校企双主体”人才培育模式，学校与
企业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利用地域产业集群，适应行业企业岗位
群的要求，强调人才培养特色，创新产教融合。以一家优质
科技有限公司和学校为主体，将行业素质高、技能高的人才需
求与专业联系起来，将专业服务岗位与课程联系起来，将学习
环境融入企业软件开发环境中，使学生在学习、实践的培养提
供多种渠道的平台，并为企业员工教育提供方案和支持，学校
和企业共同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

4  结语
在高职计算机相关学科的培训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通过

对产教融合路径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得借鉴，
教学内容更加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实现了优质的资源共享。
教育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还将课程建设引入了更
加长远的目标，高职院校作为中国重要的高等技术人才培养基
地，既要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要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开
发，开放学习资源，与企业共同培养全方位应用型计算机技术人
才，以满足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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