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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代化网络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计算机的需求，与此同时促进了计算机

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对计算机高素质人才需求量进一步提升。高职计算机教学除培养学生掌握专业

知识外，还要求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提升学生实际就业率。但就当前实际而言，现阶段高职院校计算机

专业学生就业现状较不理想，容易存在人才个人能力水平与专业素质难以满足岗位实际需求。本文首先

对高职计算机教学现有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计算机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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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twork technology 
has further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compu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further de-
velopment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makes to the computer high quality talented person demand 
further promotion. In addition to training students to mast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higher vo-
cational computer teaching also requires train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improve the 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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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rate of students. However, the pres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mputer majo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not ideal, and it is easy to exist that the person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alents cannot meet the actual demand of post. This article first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to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mputer teaching present question, on this foundation 
inquires into takes the employment as the guidance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mputer teaching pat-
tern reform and the innovation path,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computer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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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相关数据显示，当前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需求量不断提升，作为为市场输送人才的重要教育部

门，高职院校需牢牢把握当前计算机专业发展趋势，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培养市场所需高素质、专

业化、全面化发展的计算机人才[1]。但实际上以往高职计算机教学存在与实际脱离的不良现象，导致学

生掌握的计算机技术较为落后，与企业生产需求明显不符，不仅影响高职学生实际就业情况，甚至影响

企业发展，严重时制约整个社会进步，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高职计算机教学模式的研究分析，不断提升计

算机专业就业水平。 

2. 当前高职计算机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是专业课程设计存在问题。高职计算机专业具有较强专业性与复杂性，基于就业方向，一方面当

前部分高职院校就计算机专业课程设计整体缺乏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实践类课程设置相对较少，导致学

生重理论、轻实践，在学习中缺乏锻炼与实际操作机会，在面对问题时难以对理论知识迁移解决实际问

题，导致学生进入岗位后无法满足企业职位对人才需求。另一方面课程教学内容相对较为滞后且单一，

并未结合现阶段计算机企业岗位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更新，导致学生掌握的专业技术、技能与岗位职责

难以匹配[2]。二是教学方法存在问题。目前仍有部分高职院校在进行计算机专业教学时采用传统教学方

式，不仅学生难以居于主导地位，同时降低了学生自主思考、独立操作积极性，长此以往学生对课程学

习兴趣逐渐降低，从而专业理论知识水平明显降低，且实践操作技能通常难以适应岗位工作内容需求。

三是教学评价体系存在问题。完善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能够发挥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积极作用，尤其

在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下，还需设置相对应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部

分高职院校教学评价仍较为片面，在评价时仍过于重视学生专业成绩以及课程专业理论知识点掌握情况，

对学生职业能力以及实践操作能力重视度明显不足，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主动提升自身专业技能

素养，对其未来就业发展造成极为不利影响。 

3.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计算机教学模式创新 

3.1. 注重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从高职教育本质分析，其实质为就业教育，即在培养人才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加强其就业水平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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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岗位职业的能力。由于高职计算机专业知识较为复杂，更要求学生灵活运用能

力，且市场中有关计算机专业岗位信息繁多，为确保专业人才培养与职业岗位需求充分对应衔接，实现

计算机专业学生零距离就业，则需高职院校与相关企业充分合作，落实校内、校外双师教育方针[3]。一

方面高职院校加强与计算机行业协会合作交流，积极聘请行业企业内专家与专业人员与校内计算机专家

共同成立计算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组织开展研讨、交流会议以及相关考察活动，把握计算机专

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与相关企业分析现阶段以及未来专业对人才需求与要求，从而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与目标合理修改。另一方面校内及时收集有关计算机专业职业岗位相关信息，在教学中融入职业操作技

能，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此同时，指导学生进入企业观察了解计算机专业岗位职业类型与职责需求，

由校内校外共同分析学生实际情况，帮助学生制定科学合理职业生涯规划，在此基础上确定人才培养目

标与方案。 

3.2. 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时，应确定专业定位，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目标构建与时代以及高职院

校实际情况相符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此，首先坚持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教育核心，即在校学习过程中，专

业教师通过教学、指导、帮助学生挖掘其具备适应某一职业岗位的技能与素养，并根据其实际学习能力，

对其职业岗位技能不断补充与开发，尽可能满足其多样化就业需求以及市场对人才高质量、高素质要求

[4]。其次，加强高职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教书育人与岗位相结合、教学做与产学训相结合。将计

算机专业学生三年教学时间合理分配，如在第一、第三、第五学期对学生展开专业理论实际学习以及相

关实践活动，即在校内相关实验实训基地模拟工作环境中展开实践训练。而第二、第四以及第六学习鼓

励并支持学生进入合作企业加强专项技能实践训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自身专业就业岗位内容与方向，

同时充分在实践中充分应用所学知识，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以及岗位工作操作能力。最后构建计算机专业

合理学习模式，如将学生整个高职学习过程划分为三阶段，即第一学年为第一阶段，为计算机专业基础

教育阶段，在此阶段要求专业教师指导学生掌握两方面基本技能，分别为计算机软硬件维护维修技能以

及办公软件使用功能。第二学年分方向教学，强化学生职业技能教育效果。对此需全面分析计算机职业

岗位并将其合理划分，具体如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方向以及计算机网络方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业

教师指导，学生则根据自身兴趣爱好以及能力选择相应专业方向，实现分方向教学目标。第三学年为提

升学生就业能力，则需展开项目综合实训，即通过前两学年的学习与实训，学生计算机能力基础基本形

成，但其岗位职业综合能力仍较为缺乏，为促使学生计算机专业理论知识整合转移为职业岗位能力，高

职院校与计算机专业负责人需加强与相关企业联系，安排学生进入企业展开项目综合实训与职业技能培

训，对学生加强关键岗位综合能力训练教育[5]。 

3.3. 促进课程与教材开发 

课程与教材是高职计算机教育开展的关键基础，坚持以就业为方向的教育指导方针，要求高职院校

能够注重对计算机专业配套课程与教材的合理开发与应用。首先积极开发“能力、项目以及目标”一体

化课程，即在课程开发时需合理融合职业技能实训与职业素质培养这一主线，并在课程中合理设置各实

训项目，除此外还需在课程中合理增设职业素养礼仪、企业文化教育以及人文精神教育等教学内容，进

一步提升高职计算机专业学生职业素质[6]。其次结合实际建设优质核心课程与精品课程，为实现课程专

业性与就业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在课程建设时高职院校需与计算机有关企业积极沟通交流，坚持以岗位

能力为中心，在此基础上构建与岗位能力对应的优质核心课程，同时设置明确课程标准要求、配套课程

教材以及教学软件、实训平台等。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3106


陈恒 
 

 

DOI: 10.12677/ve.2024.133106 660 职业教育 
 

3.4. 推动教学方法改革 

对高职计算机教学模式分析，以往都是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缺乏实际学习目标，整

个学习较为被动，甚至自我反思、举一反三能力稍显不足，从而不利于自身职业素质提升。因此基于就

业为导向的高职计算机教育，还需加强促进教学方法创新改革，在保证学生专业理论水平基础上进一步

调动其参与职业素养教育的积极主动性，并能主动探索计算机岗位相关技能与知识，实现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的教育目标，满足市场对现代化高素质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对此一方

面对课堂教学方式创新，即在讲解专业理论知识时，教师可根据学生接受能力、学习水平、知识特点等

选择项目递进驱动教学、问题牵引等教学方式，以此调动学生思维，提升学生自我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在进行实践操作教学时，可给予学生一定动手操作空间，并通过探究法、教学做同步训练以及

自毁案例代码教学法帮助学生正确以专业知识理论指导实践，促使其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此外随着互联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课程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多样，为满足计算机专业学生多样化学习与就业需求，

可充分开发并建设与之相应地网络教学资源，如创建各类网络教学平台、资源库、课程网站等，充分利

用现代化信息教学资源与方式创新教学方式，为教师与学生提供良好交流沟通平台，强化实际教学效果。 

3.5. 建设良好实习实训条件 

一是校内构建相应计算机有关职业工作环境，实施岗位育人法。如在高职院校中将基础实验室与职

业技能实验室等分别按照计算机行业企业实际工作场景合理布置，与此同时在模拟的工作环境中张贴与

计算机企业有关工作制度、产品开发流程等，形成良好工作氛围，并以新颖方式提升学生学习与参与兴

趣。而授课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与条件利用课余时间收集整理真实项目开发实例，并组织学生共同研究

完成，必要时需合理设置校内实验实训室开放制度，为学生提供充足时间机会与平台[7]。二是构建教师

与学生自主创业工作室，如微机维修、多媒体技术制作工作室等，由高职院校指定学生或教师进行负责，

在遵守相关管理规则制度下，实现自主创业或与企业合作方式形成真实计算机行业生产与工作环境等，

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一定建议与帮助，加强对学生的鼓励与指导。三是加强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为此

高职院校加强与当地计算机企业合作交流，以校企联合招生、校企联合培养方式实现学生专业与职业能

力培养目标，达到促进就业的目的。 

3.6. 完善计算机课程考核 

完善高职计算机专业课程考核是落实以就业为导向的另一重要方式，为发挥考核作用，还需保证课

程考核全面性与合理性。对此一是加强作业、考试考核改革，如在学业成绩管理考核时不仅需考查学生

学业掌握情况，还需注重考查学生学习态度，如期末成绩与期中成绩占比相对较多，平时上课与平时作

业情况可占较少比例。二是注重课堂学习考核。这一考核主要针对学生课堂上对教学任务实际完成情况，

在考核时通常涉及学生学习态度、小组工作能力、综合职业素养以及项目完成情况等，在考核评价时可

采取学生自评、互评等作为教师对学生参考依据。 

4. 总结 

总而言之，以就业为导向是当前高职计算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专业教学中，高职院校需

加强与院校、企业合作，了解计算机市场岗位特点以及对人才需求，进而确定科学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课程内容的优化与创新，改革教学方式，创建系统化教学评价体系，以此提升高职计

算机专业学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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