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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科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路径研究

——以工商管理专业为例
赵 越

云南工商学院 云南 昆明 651701

【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新业态和新零售管理模式的出现，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对商科人才培养也提

出了新要求，传统的商科人才培养方式无法满足的社会发展需要，提高新商科人才培养质量势在必行。本文以云南工商学院工商

管理专业为例，从该专业对照国标、学生就业质量和学习成果、认同评价等方面，分析现有商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现状，结合大

数据时代对商科人才的新需求，提出新商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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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mergence of new business forms and new retail

management mode has been spawned, and the new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have also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business talents. Traditional business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w business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takes Yunn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for example, from the professional national standard, student employment quality and learning results, recognition evaluation, analyzes the

existing business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Combined with the big data era of the new demand for business tal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business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improvement new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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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信息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高科

技在各行业的普遍应用，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线下实体店由

传统的销售模式转化为线上线下相结合，许多共享经济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数字经济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影响。结合新的管理模式的出现，对于高校人才模式的培

养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形势，为了紧密结合新时代社会

发展诉求传统商科需要改革，提升新商科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

大，新经济模式需要我们培养更多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

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高素质商科人才。

1 大数据背景下新商科应用型人才需求特征

1.1新商科的内涵

新商科的内涵和路径仍在探索阶段，2019年 3月教育部高

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指委第一次对新商科开展深入研讨，

而研究者也有不同的定义，笔者认为新商科的概念是以传统商

科为基础，强调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跨界融合，将数字

经济运用到新商科，并注重运用的理念和方法。新商科强调开

展跨学科教育，提倡培养新时代具有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1.2大数据背景下新商科应用型人才需求特征

现阶段，数据被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应用到教学

资源，丰富的数据传输改变了传统单一的学习渠道，拓宽了学

生接触多元化学科知识的渠道。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快速发展

的要求，商科学生人才培养要求发生了三个转变：原来需要单

一型技能人才，现在需要复合型；原来强调素质型，现在强调

交叉型；原来注重传统培养现在需要创新开放。新商科人才要

做到与时俱进，改变传统的学习思维方式，提升专业知识学习、

技能训练、实践创新、通识素质、国际视野等综合能力。

2 云南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

2.1工商管理专业概况

云南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自 2011年首次在本科层次招

生以来，一直是我校着力打造的重点专业，连续 10年招生培

养 2000余名应用型人才，截止 2021年 9月现有在校学生 350

人，专职教师 21人，曾获云南省级教学团队、精品课程、校

外示范实训基地等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21年荣获第九届云南

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7期 2022 年

127

2.2工商管理专业办学特点

为适应云南地方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设置了企业运营管

理及人力资源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历经十年发展你，构建了“四

业联动”（专业、产业、创业、就业）“四院融合”（经济与

管理学院、京东产业学院、滇西青年创业学院、兰茂书院）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联动 BBA留学班、滇创班、高职

弹性班四位一体多元素发展，形成了企业导师进校园、企业真

实案例进校园、毕业学生服务滇西经济、毕业创业典型反哺校

园的“基础训练、专业训练、综合训练、创新创业训练、素质

拓展训练”五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

2.3工商管理专业对照国家教学质量标准情况

2018年 1月国家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这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实现了政府以标准来管理、高校以标准来办学、

社会以标准来监督，用标准加强引导、建设、监管，进一步保

障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以 2019版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标准为例，详见表 2-1：

表 2-1 2019版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对标情况

一级 二级 对标情况 达标情况

培养

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掌握经济、管

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专业

技能，熟练使用现代管理技术，具备良

好职业道德素养与社会责任感，适应云

南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需

要，具备一定国际视野和较强的知识应

用能力。在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

和社会团体从事中基层经济管理工作

的应用型管理人才。

符合

培养

规格

学位与学

制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4年，弹性修业年限

4‐6年，符合授予学士学位规定者，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符合要求

课程

体系

课程体系

总体框架

须修满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课程 160
学分，同时还需修满第二课堂 6学分、

第三课堂 4学分，方可毕业。主要课程

微积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市场营

销学、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生产运营管理、质量管理、战略管

理、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公司治理、

企业经营决策沙盘模拟。

符合要求

师资

队伍

师资队伍

规模与结

构

现有专任教师 21名，教授 6名、副教

授 12 名、博士后 1名、高级职称占比

85.7%、2名教师入选云南省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服务专家库；硕士以上学历占

81%；国际教育背景占比 40%；双师型

教师占比 75%。

符合要求

教学

条件

信息资

源；教学

设施要求

学校图书馆每周开放 7 天，电子资源

24小时在线服务。
符合要求

质量

保障

体系

质量保障

目标；质

量保障组

织；质量

保障规

范；质量

保障监控

建立校级督导、院级督导、教师互评、

学生评教四级质量监控教学保障体系；

成立专家委员会、建立职称评定、人才

培养等论证制度；成立企业专家、就业

专员组织，随时反馈追踪就业情况，促

进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符合要求

从以上对标情况来看，学校工商管理专业符合新时代新商

科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合理，师资队伍有一定规模、

教学条件和质量保障体系均符合国标条件，为学校在大数据和

新商科背景下培养高素质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创造了高

标准的教学育人平台和条件保障。

2.4工商管理专业近三年就业情况比较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人才培养的出口，人才培养质量是

就业之本，通过就业质量数据能够直接反映学校的人才培养质

量。我校工商管理专业一直注重学生就业质量，2019届工商管

理专业人数 150，就业人数 145，就业率 97.33%，其中高品质

就业人数 21人，高品质就业率 14.38%。2020届工商管理专业

人数 214，就业人数 210，就业率 98.13%，其中高品质就业人

数27人，高品质就业率12.85%。2021届工商管理专业人数152，

就业人数 135，就业率 88.82%，其中高品质就业人数 16人，

高品质就业率 11.63%。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9、2020我院

就业率持续增长，2021年面对疫情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2.5

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认同人才培养课程满意度调查分析

本次人才培养满意度调查，主要针对 2018级工商管理专

业学生，问卷共计 14题，主要有效问卷 63份，其中调查内容

详见以下数据表格。

关于大学期间学生对于课程整体的满意度评价，其中

60.32%的学生认为在大学期间所学习的课程能够在未来帮助

自己找到满意的工作。具体数据详见图 2-1

图 2-1 课程与就业匹配度

学生对于专业课程的实用性进行评价，其中平均分最高前

三位分别为数据挖掘、绩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详见图 2-2，

专业核心课程印象深刻的重要性排序分别为数据挖掘、人力资

源管理、生产运营管理详见图 2-3

图 2-2 专业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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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专业核心课程满意度评价

综上所述，学生对于结合时代背景课程数字挖掘评价最

高，符合市场发展趋势，同时对于专业核心课程人力资源管理、

生产运营管理评价较高，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方向。所以，本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前执行基本得到学生认可，培养方向符合

目前市场发展趋势。

3 工商管理专业新商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路径

3.1深度融合思政教育、建设思政评价体系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国之

大计，党之大计，坚持立德树人，要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课程思政融入课程、融入人才培养

是专业建设方向的指南针，课程思政的建设效果的检验，是工

商管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建设课程思政，

我院工商管理专业提出“一课一思政”专题，现已经建立课程

思政案例集，为了更好的检验教学效果，关于课程思政的教学

效果评价体系需要持续地改进和研究。

3.2与市场需求接轨，优化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接轨，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标。随

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商科的发展，如何培养新商科定位

下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工商管理专业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数字经济怎样更好地融入专业，是工商管理专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人培培养中，课程是核心，从学生认同的调研角度

发现学生对于课程满意度评价最高的是数据挖掘，也进一步验

证了课程与市场结合的必要性。因此，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需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体系改革。

3.3引入新理念，多样化教学方式并用

验证教学效果，基础是教学本身，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学生

的学习效率与教学的方式有很大的关联性。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线上教育平台的资源越来越丰富，学生学习的途径越来越

多。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难以吸引学生，这就要求教师对于教

学内容的理解与扩充，教学方法的应用需要以学生为中心。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最早提出是在 1981

年，首先运用到工程教育中，其核心思想是“成果导向、学生

中心、持续改进”，这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不谋而合，符合

当代人才培养的新特点。在开展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时，一

定要进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利用模拟实训软件，改进教学模

式、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线上与线下结合，全方位追踪学

生的学习情况。

学校与企业是一条纽带，保持紧密连接才能源源不断地注

入新的力量，结合社会经济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政校企协

同育人是实现双方多赢的选择，学校可以及时了解行业企业对

人才的需求，企业可以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培养企业需

求的人才，这样，双方都可以迅速获得高匹配的高素质人才。

我校在开展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时一直注重产学深度融合，

目前形成了校企共建课程、共建师资、共研科研、工商人培、

共建基地、共搭平台，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落实以上合作模式，

实现政校企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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