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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的探讨 
◆毛妍颖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3100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创业理念的提出以及经济全球化

的推进，企业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企业的工作重心也慢慢向管理

方面偏移。所以，工商管理人才在市场上的需求日益增加，优质的应用
型工商管理人才更是供不应求。因此学校提供正确且符合实际的教育方

式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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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今社会日益增大的需求，许多开设了工商管理专业的
高校必须承担起培养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的责任，然而不少
高校在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阻
碍着学校教育方式的革新。我们需要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最终
解决问题。 

一、如今高校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普遍存在的问题 
教学方式停留于书面，实践环节薄弱。工商管理类工作十分

注重实际运用，而应用型人才指的就是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
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但是现如今大多高校的教
育方式是由老师传授书本上的知识，通过作业以及考试来检测学
生们的学习质量。课程老师理论知识扎实、学习经验丰富，但是
往往都没有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工作经历，只能够准确地将知识传
达给学生，但是却不能指导学生们如何进行实际运用。这就导致
学生们的认知与实践产生了脱节，只知其意，却不能行其道。 

教学方式、内容陈旧。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快速增长，经
济形势可谓日新月异，但是许多教材内容仍停留在多年之前，更
新较慢，且其中所涉及到的某些知识、理论虽然经典，但却已经
在逐渐被市场淘汰。学校的教学计划、培养方案大多是提早制定
的，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无法避免地脱离了时代的进程。这导致
许多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工作时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已
经与市场的需求脱轨。许多院校在学科的设置与教育方式上日益
趋同，导致培养出的人才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这不仅影响了大学
生的就业，也影响了企业招聘到合适的工商管理人才。 

信息获取的迟缓与不对等。工商管理类学生毕业后，首选的
就业岗位就是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但是现在许多学校往往会忽
视与企业进行信息交换，导致学校对人才需求信息获取的迟缓，
从而难以及时调整自身的教育方式。部分学校缺少实训平台与实
习机会，学生在学习完理论知识后没有机会去进行实践，导致其
培养出的“应用型”人才并不能很好地被应用。 

二、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的意义 
经济发展的需求。如今中国的经济正在大跨步发展，许多省、

市的产业结构正面临更新换代，自国家于 2014 年提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以来，各类微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企
业急需应用型管理人才的输入，也就形成现如今对应用型工商管
理人才日益扩大的需求，只有满足了这一需求，才能保证这些微
小企业的发展，减少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阻力。 

帮助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
毕业生，许多大学生就业时都面临着专业不对口、就业难以及就

业质量低等问题。推进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培养就能够有效地解
决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所面临的后两个问题。市场上的大部分企业
在招聘时不仅仅注重学生的学历，更看重学生的实践经历以及工
作经验，但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大都不具备实践经历，那么在大
学中所参加过的实训与实习就是其寻找工作时的一块敲门砖。 

有利于企业招聘符合其要求的人才。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在
校园内就已经参加过实训，或者是在校园与企业搭建的平台之上
进行过实习，学生在参加招聘之前就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这对
于企业来说就省去了大把入门培训的时间，节约了企业资源。 

三、高校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的措施 
建立实训平台，开展相关实践学习。其一，提供面向市场需

求和符合专业性质的实训平台。如今许多以工商管理作为重点学
科的院校都建立了以“虚拟商业社会环境”为基础的实训实验室，
同时也有许多院校引进了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来为学生们开展实践练习。在现有系统的基础
上不断引进更加前沿的软件，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实训平台。其
二，高校应与企业取得联系，充分交换信息以便于更好的搭建实
习平台，向企业输送人才，实现互利共赢。 

多元化的理论知识学习，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由于工商管
理类专业涉及知识范畴较广，所以学生们学习的范围不能拘泥于
书本上的知识，需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帮助学生建立多
元化的思考方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紧跟社会发展的脚步，防
止出现学生所学知识与现实脱轨这一现象。积极推行校内以及校
外实践，鼓励学生跟随导师进行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的自主思维
能力。 

建立富有实践经历的教师队伍。学校应与企业构建良好的合
作关系，在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平台的同时，将工商管理专业
的教师输送至企业进行短期的实践。以确保教师在拥有扎实的知
识基础同时拥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定期聘请社会企业家以及创新
创业专家到校开设讲座，作为第二课堂，使学生们更够很好的了
解到社会的发展进程。 

四、结语 
教育方式的改革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

要国家的支持与高校自身的努力相配合，国家在大方向上进行指
导，各院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社会需要，制定具有自身特色
的教育改革方式，要直面存在的问题，积极探讨解决方案，推动
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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