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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需求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模式

刘立嘉 , 　马新娜 , 　葛占胜

(石家庄铁道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分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 :针对新时期下计算机专业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存在差距的现象 ,结合石家庄铁道

学院计算机专业教学经验 ,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需求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模式。该模式要

求围绕社会需求 ,明确专业教学方向和重点 ,明确学科人才培养目标 ,建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

课程体系 ,实施灵活多变的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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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Model of Computer Science Based on Social Needs
L IU Li2jia , MA Xin2na , GE Zhan2sheng

(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 Shijiazhuang 050043 ,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 he gap between comp uter p 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 he social need in t he

new era , combined wit h t h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comp uter science of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 u2
te , t his paper p roposes an educational model based on social needs for Comp uter Science. Focused on

social demands , this teaching model clarifies t he orientation and kernel of p rofessional education , set s

t he aims of st udent s talent cultivating , establishes a curriculum system considering bot h t heory and

practice , and adopt s flexible teaching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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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当今的世界处于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

的时代 ,我国正处在信息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期 ,急

需大量计算机专业人才。然而 ,目前在计算机专

业人才培养上存在严重的供需问题 ,一方面社会

需要大量计算机专业人才 ,而另一方面高校培养

的计算机计算机专业人才不能满足国家信息化建

设和 IT 行业发展所需的基础技术人才的要求 ,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逐年下降。造成这一现象根本

的原因是我国传统的计算机教育教学着重于所谓

的理论教育 ,注重教授知识产生的来龙去脉和体

系背景 ,而忽略了目前应用技术日新月异的突破

与发展 ,培养的是高层次的专业科研人才而非国

家信息化发展急需的掌握实用操作技术的基础应

用人才。针对这种情况 ,提出一种基于社会需求

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教学模式。

二、基于需求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育

模式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 ,人才是为社会服务

的 ,针对计算机专业教育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在调研报告中指出国

家信息化的目标、进程决定着国家和社会对计算

机专业本科生的人才需求程度 ,决定着对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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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层次结构、就业去向、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的

具体要求[ 1 ] 。目前计算机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出现

困难的原因主要是高等院校的计算机专业人才教

育模式满足社会需求的针对性不够 ,各个学校应

该根据社会人才需求以及学校的特点、专业的特

点、师资的特点、学生的特点来确定准确的人才培

养目标 ,并围绕着目标展开有效的教育教学活

动[ 2 ,3 ] 。

计算机专业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支撑专

业 ,应该建立一种能够快速响应社会需求的教育

模式 ,如图 1 所示。在这种模式下 ,要求计算机专

业教育工作者在确定人才培养方案时 ,根据用人

岗位的能力需求 ,确定现阶段的专业技能素质培

养目标 ,建立与之相适合的理论教学课程体系和

开放式的实践课程体系 ,安排灵活机动的教学计

划。这种人才培养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定期

根据社会上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的变化动态调整。

这样就增强了专业教育的应变性 ,增强了计算机

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 ,既可以提高毕业生的

就业质量 ,也有利于新时期下计算机专业自身的

健康发展。

图 1 　基于社会需求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模式

　　以石家庄铁道学院计算机专业为例 ,详细介

绍一下在基于社会需求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模

式下如何确定专业培养目标、规范课程体系和实

施教学计划。

三、调研社会人才需求动向 ,明确学科

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教育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确定人才培养

目标 ,它决定着专业教学的方向和重点 ,是专

业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在基于社会需求驱动

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模式中 ,专业人才的培养目

标主要是在对社会需求、专业师资结构和专业

特色等方面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

人才培养出来后是要进入社会为国家服务

的 ,社会需求的变化决定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变

化。要想使培养的人才成为社会需要的人 ,就

必须做好社会需求的调研分析工作。首先 ,收

集整理了石家庄铁道学院计算机专业 2 006 -

200 8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如表 1 所示。

表 1 　石家庄铁道学院计算机专业

2006 - 2008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统计类别 统计项目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就业

单位

性质

铁路单位 56 . 1 % 37 . 9 % 22 . 8 %

考研 8 . 7 % 6 . 2 % 15 . 8 %

IT 公司及灵活就业 30 . 6 % 49 . 1 % 57 . 9 %

其它单位 4 . 6 % 6 . 8 % 3 . 5 %

就业

流向

地域

京津沪穗地区 17 . 6 % 20 . 1 % 29 . 8 %

河北 26 . 1 % 46 . 4 % 49 . 1 %

其它省市 56 . 3 % 33 . 5 % 21 . 1 %

从表 1 中可以明显看出 ,近几年石家庄铁道

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流向情况表现出以下两个

特点 :首先是就业单位性质的转变 ,由原来主要流

向铁路局、铁路工程局等单位逐步转变为向 IT

公司输出和自主灵活就业 ,此外 ,考研所占据的比

重也是越来越大 ,这和金融危机下国内就业环境

恶化是分不开的。其次是毕业就业地域的变化 ,

由原来不集中逐步向京、津、沪、穗发达地区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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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集中。原来毕业生就业主要面向铁路部门 ,

同时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所以学生就业流向

地域并不集中。而现在由于计算机专业的特点和

学院区域服务的加强 ,学生毕业后留在河北或到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的情况是

越来越多了。考虑到这两种变化 ,在今后三五年

内 ,石家庄铁道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出路主

要有三个选择 :一是到铁路局、工程局等铁路相关

单位 ,二是到 IT 公司 ,三是考取研究生 ,其中到

河北及京、津、沪、穗发达地区的 IT 公司就业将

占据较大的比例。

通过互联网搜索 ,组织用人单位座谈会 ,问卷

调查等形式的调研活动 ,发现不同性质的就业单

位对人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在铁路局、工程局等

铁路相关单位 ,毕业生主要从事企业信息化建设

和管理工作 ,要求他们能够熟练应用各种软、硬件

系统知识构建优化的信息系统 ,实施有效的技术

管理与维护[ 1 ] 。在 IT 公司 ,毕业生主要从事软、

硬件开发和技术支持服务等工作 ,要求他们掌握

工程化软、硬件系统开发技术 ,具有一定的软、硬

件项目组织与实践管理经验 ,具有良好的竞争意

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2 ] 。考取研究生的同学主要在

科研院所从事计算机科学深层次、前沿化的科研

工作 ,要求他们具有计算机科学扎实的专业基础

知识和较强的创造、创新能力和对新技术、新知识

的敏锐性[ 3 ] 。

除了调研社会需求外 ,专业教育还要立足实

际 ,充分发挥现有教师队伍在知识结构方面的优

势 ,将教师最好的东西传授给学生 ,使学生得到最

优质的教育。所以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必须考

虑教师队伍知识结构的特点 ,教师知识结构的特

点实际上也决定了教师科研的方向 ,决定了专业

的特色定位。石家庄铁道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从 1994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以来 ,经过了十五

年的发展 ,已经具有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在

这十几年的发展中 ,石家庄铁道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系教师在数据库应用、信息处理技术等方

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所以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时必须考虑到现有教师在这些专业方向上的优

势。

综合考虑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和师资结构和专

业特色两方面的因素 ,明确了石家庄铁道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系统

掌握计算机科学理论 ,具有较强的本领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相当的工程化软硬件系

统开发实践能力 ,对信息技术有选择评估和组织

实施的能力 ,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团队合作和创

新能力。

要达到这样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不能只注

重专业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还要注重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这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

化修养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教育

等方面。这样才能提高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 ,使他们成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

四、构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体系 ,

实施灵活机动的教学计划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素质培养规格

的要求 ,认为专业人才教育体系应该由素质教育

和专业教育两部分组成的。其中素质教育包括思

想道德、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外语和体育等方面

的知识内容。专业教育则由学科基础、专业理论

和专业实践等三方面的知识内容组成。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知识体系构建

了如图 2 所示的专业课程体系 ,把专业教育划分

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其中理论教学
的特点是“厚基础 ,精方向”,一方面专业基础和专

业必修部分覆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所要求的

所有核心课程 ,这样可以保证学生的学科基础打

牢打实。另一方面在专业选修部分针对社会需求

和教师队伍的知识特点开设了软件开发技术、信

息系统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嵌入式技术四个系
列的选修课程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兴趣选

择其中两个系列的课程。

实践教学除了每门课程的教学辅助实验外 ,

又单独开设综合课程设计和专业技能实训两大环

节 ,综合课程设计与相关课程结合 ,注重提高学生

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实践运用能力。而专业技能

实训则由技能实训教学、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组

成 ,主要依托校内和校外的专业实习基地 ,根据用

人单位的专业技能要求 ,结合实际科研课题和软
硬件系统开发项目 ,采用订单式技能培养 ,从而提

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就业质量。

相比以前的专业课程体系 ,该课程体系具有
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该课程体系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并举并重[ 4 ] ,在课程设置上 ,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学时比例基本达到 3 ∶2 的程度。相比

较先前的计算机本科教学课程体系 ,实践环节大大
加重 ,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实际动手

能力大大加强 ,显然更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 ;相

比较目前社会上的 IT 职业教育而言 ,充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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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又保障了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 ,使他们具有更

强的可塑性和发展潜力。第二个特点是在基于需

求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学模式模式下 ,专业课程体

系和教学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学年都可以进行

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为每个毕业生构建的质量跟

踪档案 ,档案记录了毕业生在用人单位一定时期内

的履历情况 ,通过质量跟踪档案 ,可以知道目前的

专业课程体系在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上存在

着哪些不足 ,然后通过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的调整

来进行改进。

图 2 　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五、结束语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下 ,要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提出的基于社

会需求驱动的计算机专业教学模式在计算机专业

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希望能为相关研

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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