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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新时期高职信息安全教学改革创新路径探究
高梦娜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发展进程的速度得到

了很大提升，但也滋生了很多的信息安全问题，防不胜防的木马

病毒、无处不在的网络恶意攻击，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一些不法分子甚至还会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敲诈勒索、骚扰、诈骗

等违法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为此，我国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开始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旨在通过相

关的法律、法规对信息安全事件的发生进行限制。本文将针对新

时期高职信息安全教学改革创新路径进行分析，并结合高职院校

的信息安全教学现状，提出一些意见，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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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脚步逐渐加快，信息安全问题已经成

为社会和各个公司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对信息

安全人才的培养起步较晚，导致本专业的优秀人才较为短缺。想

要培养出优秀的信息安全专业的人才，离不开相关的基础课程建

设，也不能脱离对信息安全课程持续且深入的探究。高职院校如

果想让信息安全教学有一定成效，只有不断提升专业技能水平和

文化素养，才能让高职学生进入社会后有立足之地。

一、高职信息安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为了满足信息安全市场日益增长的

人才需求，都开设了信息安全专业，但是在实际教学中还存在着

诸多问题，致使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高、动手实践能力不足，导

致高职院校很难为市场提供优质、合格的人才。

（一）教学目的不够明确

信息安全专业在我国的设立时间并不长，很多优秀的高职教

师以前都没有涉及过这个专业的教学工作，对信息技术领域的相

关知识也不够了解，因此很难针对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岗位要求，

设计出合适的教学计划，无法为学生制定一个明晰的学习目标。

没有教学目标的指引，教师在开展信息安全教学工作时，很难抓

住教学重点，无法针对具体的问题帮助学生进行专项训练，导致

学生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不知从何入手。

（二）教学内容较为陈旧

信息技术发展瞬息万变，很多教师的信息安全教案已经无法

满足时代的需求，一些教师创新教学方案的频率过低，学生很可

能学习完相关的知识内容后，在工作中无法实践。长此以往，学

生很容易对信息安全这个专业产生错误认知，并对相关课程的实

用程度产生一系列的怀疑，进而增加了信息安全教师的教学难度。

（三）实训环境搭建困难

部分学校的信息安全实训环境的搭建过程不够专业，与此同

时，还存在很多未知的安全隐患。另外，信息技术领域的安全隐

患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很难花费大量

时间对实训环境进行测试。同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教

师在进行信息安全教学时的软件环境并不全都一样，可能会出现

一些不易发现的差异，从而影响到信息安全实践的结果。

（四）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

现阶段，高职学生的生活大多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无论

是从平时所玩的电子游戏，还是交流使用的电子邮件，无一不透

露着他们对电子信息技术的依赖。这也使得很多学生对信息安全

这个专业有着较强的好奇心，但由于他们对信息安全专业的认知

程度有限，很难正确理解这门专业的重要作用和使命，致使其对

努力探索、深入钻研这门学问的主动性非常低。

二、高职信息安全教学改革创新的策略

（一）明确教学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社会培养优质的专业型人才。

学生可以通过在高职院校进行学习，充分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

并在教师的帮助下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职业素养，同时，还能

通过校企合作项目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教师在培养学生之前，

必须要树立一个明确的教学目标，让自身教学有一定的方向，并

为学生指出需要努力的方向。同时，高职教师若想创新教学理念，

往往会受到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知识这两方面的影响。为此，教

师也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开拓进取，还要积极深入企业，了解目

前企业对本专业的岗位要求，并将在企业的所见所闻融入到课堂

教学中，让学生的目标更加具体。

（二）改革教学形式

大多数高职学生的玩心比较重，很少有学生会自主自愿的去

学习。教师在进行信息安全操作的过程中，高职学生的用心程度

较低，面对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学生很少会想这种现象出

现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学生自己在动手操作时，

也只是机械地重复教师的操作，没有自己的想法，教师如果将信

息安全的操作条件稍微进行改变，学生几乎就不知道该从什么地

方入手。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应该积极进行信息安全教学改革，

在进行操作时可以为学生编写一本指导手册，让学生根据手册步

骤尝试自己独立完成实训。同时，教师在构建实训环境时，需要

结合自身经验，将企业中最常出现的问题融入到实训环境的搭建

中，让学生掌握的实践技能可以符合企业对应岗位的要求。学生

只有认识到学习的知识、技能可以在未来工作中起到作用，才能

充分激起自己的学习主动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之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情况设计一些

实际的信息安全操作，对学生的水平进行考察，进而提升学生的

找资料能力、对问题的分析能力等。同时，教师要认真检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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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从中发现各个学生的问题，并帮助他们将自身知识的短

板补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学手段被应用到信

息安全的教学中，比如国家资源库、慕课、职教云等，给学生分

享丰富的视频类资源，还能让学生在相关平台进行课程内容的讨

论、进行头脑风暴等活动。同时，教师还能利用网络对学生发布

作业信息，学生在完成作业后可以回传给教师进行批改。这样不

仅可以打破师生之间的时空壁垒，还能加大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

频率，进而提升学生信息安全专业的学习效率。

（三）重视课程思政

教师在关注信息安全专业实践教学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

的思政教育，使高职学生在拥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同时，思想政治

方面也能拥有较高的觉悟。信息安全专业的学生在学成之后，能

为社会贡献出很大的价值，但学生若是没有足够的思想政治觉悟，

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蛊惑利用自身能力实施犯罪活动。因此，教

师要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信息安全专业的教学中，进而在思政理念

的引导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信息安全专业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使学生认清自己背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进而提升高职学生

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核心素养。

（四）加强校企合作

信息安全课程是对实践操作的依赖非常大，高职院校由于刚

开设这门专业没几年，所以相关的实训设备较为简单，甚至有些

院校都没有专门的信息安全实训基地，致使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极差。因此，学校应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项目，让教师带领学生下

到企业中，通过不断地实践增强学生的操作能力。学生在去到企

业之前，教师应充分了解当前信息安全行业的情况，为学生找到

一个稳定、适合的实训平台。同时，教师还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帮助他们制定一个合适的实训目标，使学生在实训期间能明

确前进的方向。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在企业

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从而为其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

在学生进入企业之前，教师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并结

合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学生在

进入企业后能够具备相应的岗位能力，进而促进校企合作项目的

长久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背景下的高职信息安全教学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教师需要不断完善自身教学模式，为学生树立更明确的

目标，并针对教学目标、校企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才能有

效提升信息安全教学的质量。高职院校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

勇立时代潮头，带领学生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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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参检者的心理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
王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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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①目的 针对体检者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并运用相应

的策略，旨在为体检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②方法 利用笔者制

作的 A、B 两面的调查问卷，给 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7 月的体检

者随机发放。体检者需要在体检前填写 A 面的信息，在体检后完

善调查问卷 B 面的内容，而后对信息进行深入分析，了解体检者

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心理需求，并及时对体检者进行针对性心理

疏导，并将心理干预前和干预后的效果进行比对。③结果 798 人

对健康体检存在认知上的误区，这也是体检者在体检时产生心理

问题的主要原因。结合多年工作经验，笔者将体检者的心理问题

总结为三方面：体检前，参检者情绪较为敏感，心态忐忑不安；

体检中，参检者缺乏耐心，容易变得焦躁不安；体检后，参检者

对结果不重视，很难改变不良习惯。通过心理干预后，体检者的

负性心理明显下降（P<0.05）④结论 针对体检者的心理状态，制

定适合的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提升体检者的对体检中心的满意度，

进而达到健康体检的目的。

关键词：健康体检；心理动态分析；对策研究

健康体检是以健康为中心，利用现代的医疗技术和手段，了

解受检者身体状况的一种身体体检。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及早发

现受检者身体存在的病变，进而帮助他们尽快开展治疗活动，提

升受检者身体疾病的治疗效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5.8 岁。但是，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三高”人群，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

原因之一便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据统计，当前我国拥有约 1.6 亿

左右的高血压病人，国民的慢性病患病率超过了 19%。基于此，

人们逐渐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意义。我院体检中心 2019 年 2 月

至 2019 年 7 月共进行体检 4500 余次，为提升体检中心服务质量，

随机邀请了 1534 人填写了调查问卷，回收 1534 例，调查问卷回

收率达到 100%。同时，回收的调查问卷皆为有效问卷，调查问卷

填写有效率也达到了 100%。经研究发现，在受调查者中，有 798

人对健康体检存在认知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