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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信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
王继祥

（甘肃省广播电视学校，甘肃 兰州 730046）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推进，社会上的各个单位或企

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动，尤其是对通信专业人才，

更是在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作为培养

通信专业人才重要场地之一的中职学校，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单位或企业的人才需求数量、人才需求质

量等方便的需求作出精确的分析，不断延伸和探索全新的教育方

式，促使专业学生的市场需求适应能力、专业综合能力及就业能

力均得到良好地提升。本文就全球化背景下通信专业人才的需求

现状做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教学建议，以期能够为中职学校通

信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学生就业率的提升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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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不断

涌现，这也使得通信行业对通信专业人才的需求有了新的标准。

就当前趋势来看，我国信息产业在未来几年将得到快速发展，通

讯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将迅速放量。对此，中职学校通信专业应当

正确分析全球化背景下通信专业人才的需求现状，并以此来实施

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教学措施，确保通信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及

质量得到同步深化。

一、通信专业人才的需求现状

（一）用人数量需求

随着通信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通信类单位及企业

对于通信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也使得通信专业逐渐成

为了中职教育的热门专业之一。以中职学校为例，各学校平均每

年的通信专业招生人数为 200-300 人左右，个别学校甚至更多。

虽然如此，每年通信专业的毕业生还是无法满足当前通信行业对

于人才的数量需求。

（二）职业能力需求

当前，通信行业对于通信专业人才的职业能力有着较高的要

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实践能力。通信行业的

工作主要涉及移动通信、互联网通信等方面的安装、调试、维护

以及管理等，这也要求通讯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通信专业实

践能力。第二，知识更新与创新能力。全球化背景下，通信行业

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这也要求通信专业

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知识更新与创新能力，以此来适应行业及社

会发展的需求。第三，社会活动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包括社交、

公关表达能力等，是当前职业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能力。第四，职

业素养。职业素养包括敬业精神以及服务意识等，是学生立足社

会或取得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内涵。第五，创新能力。当今社会

既是人才的竞争，也是创新力的竞争。良好的创新能力能够为学生、

企业以及国家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二、中职通信专业的教学建议

（一）重视就业心理指导

通信专业教师应当依据学生的个人特点及优势，结合通信行

业的发展趋势以及需求，指引学生做好职业定位。重视学生的思

想辅导工作，不但要激励优秀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要做

好后进生的辅导工作，帮助其树立学习自信，消减他们的学习和

就业压力。

（二）重视理论新知教授

通信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加强专业理论知识的教授与训

练，促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和全面掌握通信专业知识。同时，教

师还应将 5G 等先进的通信理念渗入于教学之中，扩展学生的专业

知识储备，进而为其更加顺利地进行通信工作，奠定良好的专业

理论基础。

（三）重视专业实践教学

通信专业教师不但要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扩充，同时更要将

专业实践作为教学侧重，以此来促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得到良好的

提升。在具体教学时，专业教师应当将实验教学模式加以转变，

合并或精简专业实验项目，在教学需求的基础上，减少验证性专

业实验的数量，提升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开除比率。同时，专

业教师还应积极牵线社会通信企业，为学生提供更为市场化的岗

位实训机会，实现学生应用型方向的发展。

（四）重视道德素质教育

当前由于职业教育的大众化过渡，使得中职学校的生源素

质呈现出参差不齐之态。因此，通信专业教师应当致力于学生

职业道德与品质人格的培养，例如，教师可在教学时穿插讲述

一些德育性质的故事，或者与学生一同讨论一些富有价值观内

涵的时事热点，为他们价值观、道德观、职业观的正确树立做

足工作。

（五）重视创新精神培养

创新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同时也是学生提高自身社

会适应力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内涵。因此，通信专业教师应当致力

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教师可在专业教学时，可将小组

探究模式与课堂教学进行联系融合，将学生推至教学主位，激发

其探究与创新欲望。同时，专业教师也可指引学生组建通信专业

社团、定期组织技能大赛等活动，让他们在实践所学专业新知的

同时，能够体会到创新的乐趣，进而促使其创新意识得到有力的

培养。

三、结语

总的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职通信专业教师应当把

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当做专业教学的导向，将社会对于通信专业

人才的需求当做教学工作的参考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和全面

性的教育，增强他们的行业适应性，进而为社会培养出高素养、

强能力的全面型通信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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