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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科背景下高职国际商务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初探 
王晓宁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  214000） 

摘要：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商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新观念、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
从而形成众多新岗位和新技能，这对商科人才的培养提出新要求。相较于传统商科教育，新商科教育更注重学生复合性、创新性、
应用性素质的培养。为更好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商科专业群势在必行，而课程体系是专业建设的基石，是人才培养总目标
的分解步骤，因此应积极构建与行业紧密对接的课程体系，通过校企深入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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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business science 
is changing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New ideas，new thinking，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odels are emerging constantly，
thus forming many new positions and new skills，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business 

talen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new business educ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ound，innovative and applied qualities.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 business major group，and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the cornerstone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ecomposition step of the overall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Therefore，we should actively build a curriculum 

system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industry，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through in-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New business；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fessional group；Curriculum system 
 
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伴随着这一新变

化，新概念、新技术、新知识、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潜移默化的
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学习方式。而这种变化也反向
引起了商科的变革，“新商科”随之产生。同时，人才需求端的变化
也对人才供给端提出新要求，商科职业院校需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的
模式与路径。 

与传统商科人才相比，“新商科”人才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
型特征更为凸显，它将更注重人才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沟通能
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等通用能力。这就要求新商科教育必须打
破原有商科教育的知识壁垒，通过学科专业融合、培养主体融合的
方式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商科人才。 

一、新商科背景下对商务类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一）人才的知识结构趋向于复合型 
不断涌现的新型商业模式决定了现代商业竞争的复杂性和综合

性，它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竞争模式。在这一社会背景和商业大环境
下，新商科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体系也必将趋向于多元性和复合型。
除掌握传统的商务知识和单一技能这类容易被模仿和获取的显性知
识外，还应该了解新技术带来的商业运营模式的改变以及学习能力、
批判思维、思考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隐性技能。 

（二）人才的培养模式趋向于多样化 
1.培养目标应彰显时代性与复合性 
新商科背景下，商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应与时俱进，一方面要

彰显时代性，应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科学文化知识传授
为途径，以人文素养、职业操守、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为目标，助力学生形成与岗位技能需求匹配的就业能力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彰显复合性，要能够掌握国际商务专业群
内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要掌握符合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现代物
流、电子商务等行业及岗位需要的技能知识，要能迅速适应行业动
态发展和产业变革对人才能力和知识结构要求的升级。 

2.培养路径应体现融合性与前瞻性 
新商科背景下，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照本宣科、纸上谈兵的

培养模式已经过时，不能满足新的时代要求。职业院校商科专业教
师应解读当前商业模式的特点，并分析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具有

前瞻性的思考并确立符合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商科人才培养
模式。应遵循“高素养、重实践、强能力”的原则，采用“核心素
养＋专业知识＋实操能力”相融合的培养模式，通过校企深度合作、
联合培养的方式，培养真正符合市场需要的商科人才。 

3.课程体系应凸显科学性和系统性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目标能够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是人才培

养质量得以提升的有效载体。课程体系的构建应基于充分的市场调
研和学情分析，了解市场需要怎样的人才、学生想成为怎样的人才，
并结合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学校现有的教育资源，精心构建课程
体系，搭建市场需求与人才供给间的桥梁，将学生培养成为符合市
场需求的人才。 

4.师资队伍应体现双师型和创新性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有别于基础教育的教育类型，对教师队伍的

要求更侧重于双师多能，因此培养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商贸行业的飞速发展和技术革新却使专业
老师与行业、企业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就
必须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组织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活动，提高
双师型教师素质和比例，同时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创新教育培训和交
流活动，了解职业教育发展态势，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技巧，
使自己的教学风格始终“保鲜”。 

5.评价方式应体现多元性和过程性 
课程教学评价是检验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途径，而伴随着信息

技术和职业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评价的方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
化。为更好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应积极探索和创新评价体系，建立
基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多元性、过程性、增值性评价，引入教师、
同伴、企业、软件等多元评价主体，建立过程性评价指标，对学生
学习过程和岗位技能提升进行综合评价，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尊重学生个性，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助力学
生职业能力的构建。 

二、新商科背景下国际商务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 
为实现复合型、创新型商科人才培养这一目标，需要从根本上

调整商科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经过不断探索和
实践，而课程体系建设是探索的第一步，应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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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入企业、行业等多方培养主体，构建科学有效的课程体系。 
1.践行“立德树人”，完善思政课程体系 
基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国际商务专业群的课程设置方

案在原有语文、数学、英语、信息技术、体育、职业生涯规划、创
新创业等公共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增大了思政课程的比重，积极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专业、进教材、进课程、进
课堂、进活动、进头脑，引导和鼓励学生理解、感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成立“心灵小屋”，定期开展学
生心理疏导，健全预警防控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
务平台和体系；加强劳动教育，设置专门的劳动实训周，通过承包
卫生包干区、农作物种植、生活必备技能训练等方式，引导学生学
会劳动，以做促思，感悟劳动精神。 

2.打造“多样化课堂”，塑造专业核心素养 
课堂是师生教与学的主阵地，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是实现人才

培养目标的主要途径。国际商务专业群注重专业核心素养的养成，形
成以第一课堂为主，第二、三课堂为辅的教学组织形式。在第一课堂
教学中，以三教改革为契机，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以多元化教学方式
和信息化教学手段为载体，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第二课堂教学中，
以多样化的校园活动和技能竞赛为抓手，活跃第二课堂内容，丰富学
生校园生活；在第三课堂教学中，以真实的企业项目和校外现场教学
为内容，不断延伸第三课堂的边界，强化学生实践能力。 

3.规范课程整体设置，增加专业群平台课 
为构建符合企业需求和学生学情的课程建设体系，国际商务专

业群致力于理顺培养目标、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之间的内在逻辑联
系，并围绕培养目标，将培养方案分解落实到课程设置之中，使课
程设置真正服务于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该专业群依据上级文件精
神和指导意见，对课程设置进行了相应优化，进一步体现规范性、
严格性和科学性。公共基础课程在联院统一指导下制定，结构合理、
内容严谨。专业课程由协作会牵头各专业负责人，开展国际商务专
业群岗位职业能力分析，推行“宽基础、厚核心、重实训、多融合”
的课程体系，由专业群平台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实训课、专业拓
展课四个部分组成。其中，专业群平台课设置了经济学基础、市场
营销实务、国际贸易实务、电子商务基础、现代物流基础、基础会
计、商品学等多门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构建广博的专业基础知识，
为后期更好的学习核心课程和核心技能奠定基础；专业核心课程则
由专业群内各专业依据市场调研和岗位分析，确定 2-3 个专业方向，
根据就业岗位的多样性，将不同岗位需要的技能进行整合和分类，
并根据岗位设置课程，突出操作性、技能性和应用性，旨在培养学
生的专业核心知识体系；专业实训课程则依据专业核心课程内容设
计有针对性的综合实训，在不断的练习与训练中强化学生专业技能；
专业拓展课程是为提高学生专业素质而设立的具有专业特色、行业
特点的课程。 

4.推进 1+X 制度，探索课证融合 
1+X 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多类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取得，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多技能，符合新商科人才培养
复合型的要求。国际商务专业群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学生必考技
能证书和选考技能证书，并将与之对应的考核内容融入课程中，实
现课证融合。积极引入“1+x”跨境电商 B2B 数据运营 1+X、物流
管理 1+X、网店运营 1+X 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学生就业创业
本领，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 

5.加强校企合作，构建“递进式”实训课程体系 
实训课程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技能水平的重要载体，传统商

科教学中，实训课程多以软件模拟、综合案例分析等形式展开，其
对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基于模
拟和假设的仿真案例多与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吻合度不高，故需要
依托校企深度合作，引入真实企业项目和案例。国际商务专业群整
合群内核心专业与配套专业的实践教学资源，构建了“通用能力--
专项能力--综合能力”三层递进式实训课程体系。通过企业认识性
认知、商务谈判综合实训、商务办公软件实训、营销策划实训等，
培养学生商务通用能力；通过国际商务单证综合实训、跨境电商 B2B
运营综合实训、电子商务网点运营实训等，提高学生的相应专项技

能；通过国际贸易综合实训、电子商务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提
升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 

三、国际商务专业群课程体系实施的对策建议 
1.建设校企利益共享机制，达成深度合作的共识 
校企合作是目前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普遍共识，但在

落地实施中多将合作的重点放在了学生实习、技术研发、共建校内
外实训基地等方面，企业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的参与广度和深度
均不足。部分学校在专业建设的某个时间节点，会引入企业共建一
门课程或者共编一门教材，但在专业群建设初始便与企业合作，将
企业对人才素养和技能要求融入课程体系建设的宏观设计层面的较
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校企双方的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存在
校方一头热、企方利益未得到满足的情况。 

为改变这一现状，校方应首先选择具有社会责任感、有意愿参
与职业人才培养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其次，综合考虑双方的资源、
能力、利益等要素，确立利益共享、互利双赢的合作目标；最后，
将合作目标分解为细化的合作步骤，逐步落实。比如，在课程体系
建设方面，应开展深入调研，了解企业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基本要
求，从而开发与之匹配的课程。 

2.建立师资队伍建设机制，培养创新型专业教师 
师资队伍是保证课程体系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作为三教改革

的重要一环，师资队伍建设也成为目前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的关键途径。目前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师
教学创新性和积极性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高校教师的科研
压力较大，为顺利实现职称晋升，不少教师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写
论文和课题申报上，教学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教师收
入主要与职称和教龄挂钩，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在收入中得不到体
现。 

要改变这一现状，高职院校应尝试改变唯职称论的师资培养思
路，构建“日常教学-学生管理-科学研究”阶梯递进式培养体系和
教师成长平台，搭建教师梯队，增强教师的职业自信心、自豪感与
归属感；同时，从政策、经费、管理服务方向向一线教师倾斜，将
教师个人成长与职称晋升、工资水平、职位晋升等待遇联系，用外
在制度鞭策和内在自我驱动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教师自我提升。 

3.进行教学模式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

改变传统的纯讲授式教学模式，以仿真教学、模拟教学、案例教学、
真实项目教学为主，将教学过程与真实的企业运营操作进行对接。
比如，为提高学生利用跨境平台进行运营的能力，可以引入企业真
实项目，建立工作室，企业提供项目和平台账号，学生在老师的带
领下进行平台运营和客户服务等，通过实际操作，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职业技能。 

综上，科学有效的课程体系构建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
径，人才培养对课程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新商科背景下，
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对商科人才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顺应这一变化和趋势，高职院校商务类相关专业必须对课程
设置进行重新调整，做到与时俱进。而课程体系的实施又需要校企
合作、师资队伍、教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做保障，只有多方有机融
合，新商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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