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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招生背景下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

——以H学院为例

蒋勤德

河池学院教务处　广西河池　546300

摘　要：基于大类招生背景，分析当前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并针对当前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培养规模不

够广、培养力度不够深、现实针对性不够强等问题，以培养高质量计算机类专业人才为导向，分析与探究 H 学院计算机类

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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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这就要求在新形势条

件下高校人才培养也需要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和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基于新时代下对

人才全面发展的新要求，大类招生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新

模式、新方向，成为高校探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完善人

才培养的新途径。

2.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2.1 国内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张桦 [1] 等基于校企共建课程研究，提出“校内理论和

技术型导师 + 企业业务和应用型导师”的“双导师”新模式，

实现了教以促产、产以养教的效果，最终提高了学生的综

合能力和就业水平，丰富了培养体系，达到了合作共赢的

目的。林传銮 [2] 等从 TAFE 模式、英语能力培养、应用导

向型教学、课程设置、政产学用等多层次考虑，结合教学

经验总结，提出中外合作办学中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化应用

型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皮卫 [3] 在对高职院校计算

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中发现高职院校的计算机类专业

布局趋于相似，专业名称基本一致，专业设置缺少前瞻性，

往往滞后于经济发展需求。高职院校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

培养至今仍沿袭传统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多年

来并无太大差别。黄灼 [4] 在对高职计算机信息类专业个性

化人才培养教学发现高职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有些乏

力，教学内容跟不上时代需要，计算机专业教学知识的更

新速度稍显不足，教学资源匮乏。陶翠霞 [5] 等在对高职院

校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中发现算机网络技术

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重理论，轻实践，实验室场地不足，

实验设备老旧，无法满足正常教学需求，人才培养模式过

于单调等问题。张树涛 [6] 在对教学资源库的个性化培养教

学研究中发现高职院校的传统教育模式在为学生提供课堂

教学资源时存在滞后，不利于个性化人才的培养。

综上所述，国内计算机会专业人才培养仍然存在沿袭

传统培养模式，存在教学模块设置不合理、同学段学分设

置不统一、课程设置不规范等问题，在课程教学和实践教

学中，仍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老大难问题，在大类招

生背景下，诸多问题亟需得到解决。

2.2 校内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分析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培养的人才能适应地方区域经

济发展需要，结合计算机类专业特点，计算机类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明确：一是具备扎实的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二是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精神。三是具有将基本原理与技术运用于计算系统设计、

开发与应用等工作中，能够在企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应用、

软件开发等工作。四是具有专业扎实、实践能力强、有创

新精神和求实敬业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

从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可以看出，夯基础、强

https://vpn.hcn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cms2/author/detail?v=YUk1thMFhg7mWdp3Nam0nWOL3HQ7yhDuitv7tE_Qf5m-7lCekcuAu-vRYfW7yvQqtMuGlh-F_MkCab6cvomS7OGeP5I10JAi2aPYZlRi8M0=&uniplatform=NZKPT


教育与学习 6卷 11 期
ISSN:2705-0408(P)；2705-0416(O)

151    

实践、重应用、求创新是基本培养目标要求，定位明确，

但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容易忽略以下几点：一是容易忽

略学生的学习目标及学习意愿，因每个学生的学习目标

各有不同，导致了学生的学习及努力程度出现偏差。二

是容易忽略对特长学生的突出培养，因个别学生对自身

学习要求更高，大众培养方式很难培养出专业技术能力

特别强的学生。

2.3 计算机类课程体系及培养方案分析

目前，学校正在探索与实施的“基础模块 + 专业模块 ( 专

业基础模块 + 专业选修模块 )+ 实践教学模块 + 创新创业模

块”模块课程体系，同时将与企业实行“3+1”联合培养方

案，并将企业课程嵌入到课程计划中。该课程体系各有利

弊，优点是：一是有利于更好、更快速地培养及提升学生

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水平；二是有利于学生以

后更快的融入到工作当中；三是有利于学生掌握扎实的计

算机类基础知识与专业技术；四是有利于培养及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及能力。不足的地方是：一是相比传统的计算

机类人才培养方案，该人才培养方案的实际操作需要更多

的人力和物力；二是相比传统的教学，该课程体系及人才

培养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新的课程体系和

人才培养模式需要长时间总结和改进才能促进学生、教师、

教学的共同发展。

2.4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分析

在目前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体现在：

一是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学科实践和职业资格等认证，特别

是通过华为 ICT 学院的培训，参加华为职业资格认证；二

是加强实践培养，如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

参加自治区级项目以及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基本上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体现出重视能力培养，通过培训或学科竞赛

等渠道实现提升计算应用技能，但是培养过程相对单调，

没有形成立体式人才培养体系。

2.5 教学设备设施及师资力量分析

学校建立有各类计算机相关实验实训室，包括大数据

技术实验室，华为 SCT 实验室等。此外，还有校企合作共

建的实习实训基地，企业场景的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科

技创新综合实训室，互联网 + 创新创业实训室等。计算机

类专业相关教职工 50 多人，其中教授、博士人数较少。同时，

启动了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及外聘教师建设等工程建设。

教学基础设施相对陈旧，师资力量单薄，不利于计算机类

专业优质人才的培养。

3.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客观问题

综合上述 H 学院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在大类

招生背景下，仍然存在培养规模不够广、培养力度不够深、

现实针对性不够强等较为突出的客观问题。

3.1 培养规模不够广

在进行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优秀人才的

培养更加需要人才、物力等方面的投入，而由于计算机类

专业师资力量的限制，在优秀教师数量、精力不变的情况下，

很难大规模培养优秀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同时，也受到

设备设施的限制，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技术更新日

新月异，新技术不断的涌现，新设备也在不停的更新换代。

在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培养学生学习新技

术、新技能的能力。因此，在计算机类专业师资力量和教

学设备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大规模培养优秀的计算机类专

业人才。

3.2 培养力度不够深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

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学力度不够深入的情

况，导致学生在最后只掌握了皮毛，没有深入了解和掌握

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力

度不够，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还停留在理解的阶段，即

对自身的学习要求不高，仅仅是理解教师上课内容及知识

点即可，导致学生学习知识不扎实，掌握不牢固。

3.3 现实针对性不够强

因每个学生的条件及成长环境的不同，导致计算机类

专业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努力程度、学习方式不同，一

部分的学生想学习掌握深层次的专业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

另一部分学习想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在

大班教学的情况下，教学很难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目标。

从而，出现计算机类专业教学针对性不够强的情况。

4. 优质培养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策略

4.1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教学方法转变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由于计算机类教学的设备资源有

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一直占用教学设备资源，同时，

学生也不能一直占有教学设备资源。因此，在使用计算机

类教学设备资源时，须采用开放式管理、小组学习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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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计算机类资源利用率。

教学方法的转变。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通常使用大班教

学的模式，很难保证每个学生学习的需求。因些，在计算

机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重点少数辅导与大班教

学相结合的方式，即在教会少数学生，保证少数学生熟练

掌握之后，让这部分的学生对其他不熟练或基础差的学生

进行教学与辅导。从一教十到十教百的快速转变。

4.2 拓宽教师专业知识及教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

加深教师对人才培养的力度。一是要求教师授课过程

中，必须深入讲解计算机类专业知识。通过教师对计算机

类专业课程知识的深入讲解，有助于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

理解得更加透彻，有助学生对专业实践技能的掌握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二是为教师学习、提高自身知识水平、教

学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广阔的平台。计算机技术更

新换代非常快，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停留在原来的知识及教

学水平，要求教师不断地吸取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为了

教师更好、更加深入的钻研专业知识，需要给教师提供学

习动力和学习平台，有了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和广阔的学

习平台，教师会自觉且快速地深入学习计算机类专业理论

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

加强对学生学习的要求。高校学生学习期间没有过多

的考试，学生对自身的学习要求也相应的降低，在学习过

程中多了选择权利，对于不感兴趣的课程，可能出现上课

不听课的情况。这就要求加强学生学习的要求：一是提高

学生学习的动力；二是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三是提高

对学生学习的要求；四是多方式督促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

4.3 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因每个学生学习能力、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等等的差异，

需要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一是加强对想获得更深层次

知识的学生的辅导。这部分学生不同于其他学生，他们获

得了更深层次的知识，深入了解专业理论知识和熟练掌握

专业技术，有助于以后向更深层次的学习发展及更高层次

的就业。二是加强对学习意愿强而学习能力弱的学生的辅

导。这部分学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学习得不好，而

是没有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通过加强对他们的学习辅导，

有助于他们更快、更好的掌握计算机类专业知识。

5. 结语

H 学院计算机类专业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建设

为核心，引领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及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共同发展，该高校通过探索“基础模块 +

专业模块 ( 专业基础模块 + 专业选修模块 )+ 实践教学模块

+ 创新创业模块”模块课程体系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

才。此次通过对 H 学院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更好的促进 H 学院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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