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1), 541-549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1075  

文章引用: 宋蕊, 涂振洲. 高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的构建探讨[J].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1): 541-549.  
DOI: 10.12677/ces.2025.131075 

 
 

高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的构建探讨 

宋  蕊，涂振洲*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23日；录用日期：2025年1月19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27日 

 
 

 
摘  要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需对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进行改革，以培养既懂管理又精通数字的复合型

人才。文章分析了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特征及课程改革的目标定位，提出了内容体系优化、教

学方法革新、实践环节强化、学科竞赛促进、校企合作深化等五项构建策略，旨在通过融入数字化元素、

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增设数字化实验项目、搭建竞技平台及建立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提升课程教育质

量，满足市场对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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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reform the hu-
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urriculum system to cultivate composite talents who understand man-
agement and digital proficienc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hu-
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target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It puts forward f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ptimisation of content system,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
ening of practical links, promotion of disciplinary competitions, and deepening of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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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cooperation,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digital elements, the use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the addition of digital experimental pro-
j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ve platfor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aborative mech-
anis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use.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urriculum by 
incorporating digital elements, adopting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dding digital experi-
mental projects, building a competitive platform and establishing a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use cooperative mechanism, to meet the market demand for digit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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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行各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力资源管

理领域亦不例外。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侧重于流程化、标准化的管理活动，如招聘、培训、绩效管理等，

而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则通过集成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数据的实时采集、智能分析与决策支持，极大

地提高了管理效率与精准度。这一转变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管理理论基础，还需掌握

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应用等跨领域技能，以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下的新角色定位。作为培养未来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人才的高校，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对现有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的改革，以培养既

懂管理又精通数字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满足市场对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需求。 
然而，课程体系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一方面，要梳理

国内外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明确其发展趋势与核心要素，为课程改革提供坚实

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需借鉴高校课程体系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教学改革理论，探索适合数字化人

力资源管理课程特点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旨在探讨高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

程体系的构建问题，以期为提升该课程教育质量、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专业人才提供一些理论支撑和实

践指导。 

2. 相关研究现状 

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是未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这一趋势已在国内各大高校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中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一些学者提出了在相关课程设计中融入信

息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元素的必要性，以适应人才培养符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例如，王洪

青和肖久灵研究了数字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改革策略，强调课程内容应围绕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展开，同时建议优化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数字化能力[1]。王衡晓园在以数字化为导向的

人力资源管理教学改革探究中明晰了人力资源管理教学遇到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并提出可以调动教学活

力的新方法[2]。柏文静分析了人力资源管理现有的教学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数字化人力资源管

理教学体系构建策略[3]。此外，李燕萍等提出了一种整合框架，系统分析了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

构成和研究趋势，为课程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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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围绕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开展了类似的探索。比如，Li 以人力资源管理类课

程教学模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人力资源管理类课程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5]。
Japee 认为，以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为导向的课程设计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使学生更好地

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6]。Zhang 分析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并认为，

虽然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好处，但其潜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包括新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如何

转换以及新系统的负面影响[7]。Qureshi 等认为，数字技术正在教育、技能和就业领域带来巨大变化。这

些变化反映了技术如何日益成为教育 4.0 的核心，教育的未来聚焦于数字技术，传统的教育模式将被完

全取代[8]。此外，研究表明，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引入，能够为学生提供更真实的模

拟场景，提升学习体验和效果[9]。 
目前关于高校推进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育还存在以下难点：首先，关于课程体系构建的标准

化框架尚未达成共识，课程内容的模块化设计和数字化实践的具体实施策略仍需进一步探讨；其次，关

于多元教学方法如何与现代教育理念有机结合，其模式还不够成熟，效果也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校

企协同机制的深入研究仍有待加强，特别是在“双向”考核与长期合作模式方面，缺乏成熟的案例分析

和数据支持。本文认为，在该领域未来的教学改革应着眼于构建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方案，同时注重提升

该方案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 

3. 改革视角下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3.1. 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特征 

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简而言之，是指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人力资源信息进行标准化处

理，优化人力资源工作流程，进而实现人力资源全局业务的数字化管理。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将传统的人

力资源管理任务，如招聘、考核、激励等，转变为数字化可执行的行动，更在于通过数据的深度挖掘与

分析，提升组织效能，解决人力和组织绩效等核心问题。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更

是战略、理念和工作方式的全面转型。它要求管理者具备数字化思维，能够利用数字化工具，通过信息、

流程及业务的全面数字化，挖掘数据内部的逻辑关系，实现智能化的业务决策与落地(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ncept map of digit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图 1. 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概念图 

 
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力资源信息的标准化是基石。通过

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格式，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为后续的数据分析与决策奠定基础。其次，人力

资源工作流程的数字化是关键。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手段，优化招聘、培训、绩效管理等各个环

节，提高工作效率和员工体验。再者，人力资源全局业务的数字化是目标。实现人力资源与企业战略、

业务运营的深度融合，通过数据分析指导人力资源配置，提升组织整体效能。最后，数字化人力资源管

理的核心理念在于提升组织效能，通过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解决人力和组织绩效等核心问题，推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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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中，具体任务包括利用数字化手段解决招聘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提高招聘效率与质量；通过数据分析，优化绩效考核体系，确保评价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以及设计智能

化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潜能与创造力。同时，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还强调工作方式的创新，即通过

信息、流程及业务的全面数字化，实现管理决策的智能化与自动化。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手段的应

用上，更在于管理理念与模式的转变，要求管理者具备数字化思维，能够灵活运用数字化工具，推动人

力资源管理的持续创新与升级。因此，在高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的构建中，我们应充分把握

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与特征，将其融入课程体系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培养出既懂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知识，又具备数字化思维与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3.2. 课程改革的目标定位与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合 

高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改革设计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更是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的深刻

变革。课程改革的目标定位需紧密围绕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需求，结合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出既

掌握扎实理论知识，又具备数字化技能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3.2.1. 课程改革的目标定位 
课程改革的目标定位应明确为培养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专业人才。这要求课程体系不仅要涵

盖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更要深度融合数字化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使学生掌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技能。正如 Garavan et al.所指出，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具备

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和战略思维等多方面的能力[10]，课程改革应围绕这些能力进行精心设计。通过优化

课程内容，引入前沿的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案例与实践，使学生能够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市场对数

字化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需求。 
具体而言，课程改革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化技能的培养，包括数据分析、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二是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的提升，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人

力资源管理需求；三是创新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激发，鼓励学生探索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模式、新方法；

四是伦理与责任意识的强化，确保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符合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要求。 

3.2.2. 与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合 
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一个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而非简单地接受信息。在数

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可以运用建构主义理念，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如案例分析、小组

讨论、角色扮演等，鼓励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在实践中不断构建和完善

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利用数字化平台和资源，如在线模拟软件、虚拟实验室等，为学生提供更加丰

富、多样的学习体验，促进深度学习。 
2) 混合式学习模式。混合式学习结合了线上学习与线下教学的优势，既保留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互动

性，又利用了网络学习的灵活性和资源丰富性。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可以采用混合式学习模

式，将理论知识讲解、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等环节有机整合，通过线上预习、线下深化、线上反馈的方

式，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学习效果。此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

分析，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荐，实现精准教学。 
3) 能力本位教育理念。能力本位教育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围绕职业岗位所需的关键能力来设计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应明确界定学生应具备的核心能力，如数据分析

能力、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沟通协调能力、领导力等，并据此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每个模块都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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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一种或几种核心能力的培养展开。同时，通过校企合作、实习实训等方式，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

场景和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这些能力。 
4) 终身学习理念。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终身学习已成为个人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化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应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意识，通过教授学习方法、提供学习资源、

搭建学习社区等方式，鼓励学生持续学习，不断适应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新变化、新挑战。同时，课程

本身也应保持动态更新，及时纳入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 

4. 课程体系的构建策略 

4.1. 内容体系优化：融合数字化元素，重构模块化知识体系 

内容体系的优化是构建高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的首要任务。课程内容体系的优化不仅需

要深入融合数字化元素，还应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教学内容的结构化和灵活性，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

教育需求。 

4.1.1. 数字化元素的融入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逐渐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领域，数字化人

力资源管理课程内容的更新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大数据技术在招聘、绩效评估、员工

管理等方面的应用，需要通过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掌握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的基本技能。其次，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智能招聘、员工培训与发展、薪酬管理等方面，要求学生具备对自动化

工具的使用能力。此外，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已逐步应用于劳动合同管理与员

工数据保护等方面。因此，在课程体系中加入这些前沿技术，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

趋势，还能够提升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变能力和创新思维。 

4.1.2. 模块化知识体系的构建 
模块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旨在通过将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独立、互相衔接的知识模块，增强课程的

逻辑性与层次性。这一设计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个人兴趣，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并确保学生能

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系统地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可将课程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核心模块： 
1) 基础模块。该模块主要讲授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包括招聘与选拔、绩效管理、薪酬

福利等基础知识，同时引入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应用基础。 
2) 技术模块。该模块关注数字化工具和技术的应用，具体内容包括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与机器学

习在 HR 管理中的应用、云计算在员工数据管理中的作用等。这些技术模块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前沿技

术，还能使其在面对技术驱动的工作环境时，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 
3) 实践模块。该模块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模拟招聘、案例分析、企业项目等方式，帮助学生

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从而提升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导向的学习(PBL)，学生能够

学会如何将技术与管理策略相结合，为企业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 
4) 综合模块。最后的综合模块将前述模块中的知识点进行汇总，侧重于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整合，培

养学生的综合管理能力和跨职能合作能力。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实地

调研，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4.2. 教学方法革新：采用多元化手段，激发课堂活力 

现代教育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倡导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因此，课程改革需充分融合信息技术，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营造互动性强、体验感丰富的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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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潜力。 

4.2.1. 基于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Blended Learning)将线上学习的灵活性与线下教学的互动性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

加开放、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具体到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师可以利用在线平台，如 MOOC、智

慧树等，提供课程视频、在线测验和学习资源；在线下课堂，则以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形式组织互动

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巩固理论知识。例如，在“招聘与选拔”模块中，学生可以通过在线学习了解招聘

系统的操作流程，并在课堂中模拟企业招聘情景，以提升学习效果。 

4.2.2. 案例教学法与项目驱动式学习的结合 
案例教学法是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的关键方法，通过引入真实企业案例，使学生能够在实际

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例如，在“薪酬管理”模块中，可以引入企业薪酬改革的案例，要求学生运用数

字化工具分析薪酬数据，并提出优化方案。这种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还

能激发其创新思维。此外，项目驱动式学习通过学生自主完成复杂项目，提升团队合作和问题解决能力。

例如，设计“基于人工智能的员工绩效管理”项目，让学生团队从系统设计到数据分析，经历完整的项

目生命周期。 

4.2.3. 沉浸式技术的应用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教学方法的革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教师可以利用 VR 技术模拟企业工作场景，使学生体验实际工作环

境中的复杂任务，例如员工入职培训和绩效面谈等。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

实践能力。 

4.2.4. 教学互动与参与机制的优化 
激发课堂活力的核心在于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基于学生主导的讨论式教学、辩论赛等活动形式，

不仅能够加强知识的互动性，还能促进学生对管理问题的深度思考。例如，在“员工关系管理”模块中，

组织学生围绕“员工满意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展开辩论，要求其查阅文献并结合数据进行论证。这种

形式能够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数据驱动决策能力。 

4.2.5. 教学效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 
教学方法革新的成效离不开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高校可通过构建多维度的评估体系，包括学生

学习效果、课堂参与度及创新表现等，动态调整教学方法。例如，可采用在线调查问卷、课堂即时反馈

工具(如 Padlet、Mentimeter 等)等方式收集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意见，并及时进行优化。 

4.3. 实践环节强化：增设数字化实验项目，提升实战能力 

为应对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的高要求，高校在课程体系中需强化实践环节，增设数

字化实验项目，以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这一策略旨在通过构建数字化实验室、模拟企业管理情境及开

发专业化实践课程，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数字化工具，增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4.3.1.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 
传统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往往侧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但缺乏针对性强的实践环节，学生在毕业后往往

难以快速适应企业需求。通过引入数字化实验项目，例如 HR 管理系统(如 SAP SuccessFactors)操作训练、

大数据招聘分析和员工绩效智能评估，学生可以直观感受数字化工具的运用逻辑，掌握数据分析、自动

化管理等技能。这种基于真实业务场景的模拟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并增强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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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管理情境中的应变能力。 

4.3.2. 注重任务驱动与项目化学习相结合 
具体而言，高校可以依托实验室平台组织学生参与综合性、团队协作的数字化项目。例如，设计企

业组织结构优化模拟、基于算法的薪酬分析模型开发等，这些任务不仅需要学生具备跨学科的技术和管

理知识，还能通过任务分工、协作完成等形式提升其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表明，项目化学习

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复杂问题的系统性思考，并提升其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4.3.3. 与行业需求相对接以增强课程内容职业导向性 
高校可以与企业联合开发实验内容，通过引入企业实际案例和数据资源，使课程内容更加贴近行业

实践。例如，在员工满意度调研项目中，企业可以提供真实的数据集和调研模型，学生需根据企业目标

完成数据清洗、分析与报告撰写全过程，这种“以企业为中心”的实践环节设计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就

业适配能力。 

4.4. 学科竞赛促进：搭建竞技平台，激发创新思维与创业潜能 

学科竞赛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与创业潜能的重要桥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通过搭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竞技平台，不仅可以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更能引导他们

在模拟或真实的商业环境中，运用数字化工具解决复杂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从而培养其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 

4.4.1. 学科竞赛题目的设计 
学科竞赛的设立应紧密围绕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领域，如数据分析与决策、智能招聘与配置、

绩效管理与激励、员工体验与福祉等，设计具有挑战性、前瞻性和实用性的竞赛题目。这些题目应鼓励

学生跳出传统框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模式、新

方法。例如，通过组织“数字化招聘方案设计大赛”，要求学生结合市场趋势和企业需求，设计一套高

效、精准的数字化招聘流程，包括候选人筛选、面试安排、评估反馈等环节，充分利用在线招聘平台、社

交媒体、人工智能测评等工具，提升招聘效率和质量。 

4.4.2. 竞赛机制与组织体系的构建 
为确保学科竞赛的有效实施，需构建完善的竞赛机制和组织体系。一方面，应成立由校内外专家组

成的竞赛评审委员会，负责竞赛题目的设计、评审标准的制定以及获奖作品的评选，确保竞赛的公平、

公正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应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邀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参与竞赛指导，提供实

践案例和行业经验，同时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4.4.3. 学生创新思维与创业潜能的培育 
学科竞赛的开展还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潜能的培育。在竞赛过程中，鼓励学生组建跨学科

团队，集合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共同解决问题，促进知识交叉与思维碰撞。通过举办讲座、工作坊、交

流会等活动，邀请行业领袖、创业成功人士分享经验，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引导他们将竞赛成果转化

为实际项目或创业计划。此外，可以设立创业基金或提供创业孵化服务，为有潜力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和资源对接，助力学生将创新思维转化为实际行动。 

4.4.4. 人力资源课程体系的优化完善 
学科竞赛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学生个体能力的提升上，还体现在对整个课程体系的完善和优化

上。通过竞赛反馈，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反思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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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方法的不足，进而调整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使课程体系更加贴近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同

时，学科竞赛也是检验教学改革成效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比不同年份、不同级别竞赛的参与情况和获奖

情况，可以客观评估课程体系重构和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为后续的改革提供有力依据。 

4.5. 校企合作深化：建立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实施“双向”考核与评价 

深化校企合作对构建课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产学研用协同机制，高校能够与企业、科研

机构和行业协会紧密联系，共同开发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的课程内容，并实现知识创新、技术转移和人

才培养的有机结合。 

4.5.1. 校企合作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的构建 
高校应与企业共同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或联合研发中心，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制定合作

章程与年度计划，确保合作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同时，建立定期沟通与交流机制，如季度会议、项目研

讨会等，及时解决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 

4.5.2. 产学研用融合与课程资源的开发 
高校教师应深入企业一线，了解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实践与应用需求，将企业真实案例、行

业标准与前沿技术融入教学内容，形成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企业专家则应参与课程设计与

教学实施，通过讲座、工作坊、实习指导等形式，将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增强学生的实践感知与操作

能力。此外，双方可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围绕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促进科

研成果向教学实践的转化。 

4.5.3. “双向”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建立 
对学生的考评须是多元化、全方位的，除了传统的笔试与课程设计外，还应增加企业实习评价、项

目报告、团队合作表现等多元化评价指标，全面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技能运用、团队协作与创新能力。

同时，引入企业导师制，由企业导师对学生的实习表现进行专业指导与评估，确保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

提升。对企业的考核，则侧重于其在合作过程中的参与度、资源投入、项目成果与人才反馈等方面，通

过问卷调查、访谈、成果展示等形式，评估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与贡献度。为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可

探索建立“双向”互聘机制，即高校聘请企业高管与专家担任客座教授或实践导师，企业则聘请高校教

师作为企业顾问或培训师，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此外，双方可共同设立奖学金、创新基金等激

励机制，鼓励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创新创业活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5. 结语 

本文围绕高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的构建问题，从改革视角出发，阐述了课程体系构建的

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课程体系构建的五项策略，即内容体系的优化、教学方法的革新、实践

环节的强化、学科竞赛的促进以及校企合作的深化。希望借此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面向未来数字化

的相关课程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与方案。建议高校应加强数字化元素与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深度融

合，在课程内容中进一步增加关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应用的专题模块，同时动态更新教

学内容以保持课程的时代性。同时也期待更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能够关注并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实

践中，共同推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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