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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岗位要求对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

与思考 
王馨然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东莞  523960) 

摘要：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目前多数学校都开设的专业学科之一，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养、高技能的复合型管理人才。针

对目前行业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学生更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这种现状，结合高校里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设置不合理、学生实践课堂参

与度低等问题，笔者认为要结合行业企业的反馈，重视实践课堂，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提高教学质量，

缩短学生进入岗位角色的适应期，更快地在工作中找准定位，获得职业认同感，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Abstract】Higher voc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is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offered by most schools at present,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nd highly skilled compound management talents for social development.In view of the current industry enterprises 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tudents higher quality and ability requires this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univers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urriculum unreasonable, 

low student practic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o combine industry enterprise feedback, attention to practice classroom, adopt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 students'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shorten the students into the role period, faster in the job, get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ntribute to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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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人力资源管理学生面对的社会工作要求现状 

新时代社会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既需要人力资源规划这种决策能力方面的，也需要员工招聘、

培训、工作分析、薪酬福利这些技术能力方面的，不再单单追求高

增长量，更多时候看重的是人才素养的质量，培养的是具有能适应

某类工作群和转岗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同一岗位上，高质量

的员工往往能发挥更好的功效，甚至发挥出大于 1 的人力效果。这

就要求高职院校要重点培养职业型应用技术人才。 

研究调查发现，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就业率较

高，但熟悉和进入岗位角色的适应期却不短，理论学习与工作实操

之间比较脱节，需要投入的培养成本较高，与企业的工作需求有一

定的偏差。 

2 高职人力资源管理学生课程学习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设置偏理论，实操比重偏低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我国开设时间起步较晚，我国在最早设立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时候，采用的是西方引进的人才培养方案，随

着时代的发展，已不能完全适用我国国情。加上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的发展是参照本科类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来修订的，与高职院校

技能类特点又不太完全适用。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理论模块

比重很大，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教学内容的应用性。因此出现了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修订与职业岗位需求缺乏有效协调，课程设置与

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岗位需求脱节等问题。高职院校的教学普遍多

侧重技能类实操类教学，理工科类的专业较多，而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属于管理学类的分支之一，课程内容偏理论，各种各样的概念、

定义、模型很多，学科内容抽象枯燥。而高职学生本身多数是因为

高考成绩不甚理想，不适应应试教育而来的，对学习的自觉主动性

不够，课堂参与度低。他们更喜欢看老师课堂动手演示来进行学习

和模仿操作，在实操演示中贴近老师，消除了理论课堂上那种“台

上讲，台下听”的呆板模式，让学生有机会更自如地跟老师沟通交

流，也更有空间让学生展示自我、畅所欲言，使我们的课堂真正做

到“以学生为中心”。传统的教学模式只会让这群“00 后”学生不

爱听枯燥的理论知识，依赖网络信息，课堂不思考，有疑惑第一时

间就向互联网寻求答案。 

2.2 学生素质水平不能满足企业的岗位要求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大企业对员工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

在拥有相应理论书本知识的同时，也希望其掌握必备的管理能力和

管理技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较多，招聘、薪酬、绩效、

培训等等，涉及面比较广，实用性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较高。

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多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很多企业反应，高职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企业后，多数会的都是一些传统的理

论知识、陈旧的概念，开口说的是胜任力模型、冰山模型，知识观

念落后，不能适应岗位发展的需要。入职的学生普遍多数要从简单

的工作内容入手，如考勤、资料整理、归纳等等，但因课程内容较

多，多数学生 excel 能力也很薄弱，对于办公软件的应用很不熟练，

要重新从“白纸”教起学起，耗费较多的人力成本。 

2.3 实践教学环节过于形式化，学生参与度低 

良好的学生课堂参与度对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和学生自身的

学习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的实践类

课程，经常是让学生们组队做案例分析，再进行课堂分享展示，提

交作业即可。学生一般也都是网上找案例，找一些陈旧的数据来进

行案例分析和论证，展示与分享时也普遍都照本宣科，没有什么闪

光的见解和记忆点。对所学知识的吸收与应用起不到什么效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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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些组还是个别同学干活做作业，出现“猪队友”与“抱大腿”

现象，课后学习与作业的参与度很低，就更别说所谓的提高学生的

实践实操能力来适应将来毕业后的岗位需求了。招聘环节中很重要

的知识点“非结构化面试”，因模拟实操起来比较复杂、需要配合

的地方比较多，所以这种内容的实训课堂，就会变成老师在上面播

放别人的面试视频或是面试场景的教学案例，适当地插进一两句点

评、解析，学生在下面或听或玩手机，参与感严重不足。非结构化

面试这种没有什么框架、程序的非常灵活的面试模式，一旦学生没

有亲自参与进去，亲身体验，根本体会不到面试时的那种随机应变，

也不会有面试时的那种紧张感。在看别人的面试视频时也就不会去

思考：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面试问题时该如何应答，进而再去跟班

上其他同学的答案作比较。缺乏这样的实践，学生在出去应聘工作

时，面试经验依然为零；缺乏这样的实践，学生在从事招聘工作时

就依然是一张白纸；缺乏这样的实践，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专

业能力就完全没有比其他学科的学生有优势。 

3 高职人力资源管理学生课程学习改进措施 

为了使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学工作得到更好的开展，使

学生能进行更有效的学习，笔者结合自己的所学所思和教学实践，

提出以下几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助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更适应

时代进步发展的对策。 

3.1 设置更贴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增强校企合作，与企业携手共同开发教材，由企业一线员工和

管理者来提供有教学意义的案例，融入最新的企业数据，开发配套

案例。因为人力资源管理岗位的工作内容普遍存在保密性，数据内

容存在稀缺性等现状，在编制过程中亦可通过“真真假假”来对案

例进行加工、整理，这样的教材和案例既具有高仿真度和实用性，

又不至于泄露企业的机密。同时也要对毕业生毕业后定时定期进行

跟踪回访，借以验证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使不

足之处或前沿思想能及时更新到人才培养方案里，调整制定出更顺

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3.2 转变教育理念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高职院校在招聘时比较注重老师的学历水平，对于是否有企业

工作经验一般只作为可有可无的衡量标准，因此普遍教师都是理论

基础扎实而实操经验不足，无法保证教学质量，应当将老师的实践

经验作为期末考核评判教学能力的一个参考标准。同时高职教师应

当转变教育观念，教师在讲台上不是平乏地传授知识。应把教育的

重点放在学生身上，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以人为本”与高职教育

的育人目标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实

操中去学习、感悟、体会，回归到获取知识最本身的面貌。平时，

除了开展的一些教师交流和培训之外，学校还应当鼓励老师们下企

业，继续学习，或者邀请校外企业的管理者来校内实训演示、开讲

座、切磋交流、答疑解惑等等。学校可以在生源少的时候，鼓励老

师们到企业中进行认知实习或跟岗实习，积累工作经验，打造双师

型教师；在生源多的时候，邀请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企业人员来做

兼职教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时俱进地更新人力案例，为课

堂教学提供更多适应贴切的案例。让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能更善于

引导启发学生。课堂上通过新颖有吸引力的案例吸引学生，传授基

础知识，学生接收后开始启发思考，再抛出问题集体讨论。若是一

开始对非传统理论教学模式不适应的话，就尝试多次试讲，尝试从

各个维度换角色来想问题，或者和同教研室的老师集体备课，发散

思维，集各门课程教师之所长，在相互备课交流中提高彼此的教学

能力。 

3.3 教学方法应与时俱进 

传统的课堂理论讲授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做到有效吸引高职学

生课堂的注意力。因此，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师应实时不断

更新符合专业课程特性的教学方法，与时俱进，调动学生课堂参与

的积极性，例如情境教学法，通过设立情境学习类的实训项目，以

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做中学。让学生的学习过程更贴近工作状态，

比如老师的课堂点名，将它设置成为考勤签到，班干负责每月的考

勤表。既能抓学生的到课率，又能激发学生想拿全勤的欲望，最终

又锻炼了学生对于考勤这一块知识点和技能的掌握。大学三年的班

集体生活，也可以采用班干部轮岗管理制。通过对办理不同岗位内

容的接触、处理，既能锻炼到学生的沟通管理、团队协作和社交能

力，又能加深对该岗位的认识。而学生也能在这类实操过程中获得

经验和感悟：我下次怎么做会更好？我以后再遇见同样的工作内容

能不能更快速完成？只有通过构建形象的思维模拟练习情境，让学

生自己积极参与投入，才能使学生在实操中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储备

和能力体系。 

再比如单项结构教学设计法，根据企业反馈回来的人才素养要

求，我们开始思考要培养怎样的学生，再反推为了达到此类能力，

学生应该上什么课，学什么，掌握何种技能。比方说企业反馈回来

需要员工需要有定岗定编的能力，那么借此推出学生应该上《工作

分析》这门课程，要学会编写岗位说明书来衡量各岗位上的一个工

作水平。进而下一步的实践实操类课程和项目，就可以安排学生去

通过了解身边熟悉的人的工作情况来编写岗位说明书；或者是在假

期去兼职、实习，了解到一个岗位的工作情况，来编写岗位说明书；

更甚至是学校条件允许的，可以去到校企合作单位来认知和学习，

然后完成这一份岗位说明书。这样的反向教学结构设计方法比传统

的“《工作分析》课程--课堂知识讲解--课后上网浏览岗位说明书

--针对某一岗位完成一份岗位说明书”要有用得多。甚至有些学生

在向家长了解了工作内容或是跟岗认知实习时，见识到了长辈们工

作的不易和工作环境的压力，也会更加理解父母、珍惜当下的校园

生活，更愿意在大学生活里多学一些知识技能，将来更好地适应社

会生活。 

教学方法的改变相应的教学考核形式也要有相应的改变，不能

再像以往只考理论知识的内容、只重视卷面成绩，要将学生在实践

模块中的表现也纳入学期的评分体系中来，让学生们不用担心花精

力在实操上有可能会使期末考卷挂科这种状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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