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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赛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分析赛教

融合模式的理论基础、具体实施策略和实际应用效果。同时，探讨了该模式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的优势。并以实际案例为例，详细阐述了赛教融合模式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的应

用，为我国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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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that integrates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to ad-
dress th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By analy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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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basi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he competi-
tion 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l. At the same time, the advantages of this model in improving stu-
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were explored. And taking prac-
tical cases as exampl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l in the com-
puter major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s elaborated in detail,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
vation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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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专业已经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学科之一。然而，传统的计算机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诸多问题[1]，如理论与实践脱节、创新能力不足、综合素质不高等。这些问题严重

影响了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因此，探索一种符合时代需求、能够提升学生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赛教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将竞赛活动融入教学过程，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旨

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2]。该模式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不仅能够解决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因此，研究高职

院校计算机专业赛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赛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美国的大学普遍重视通过竞赛活动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许多知名高校都设有专门的竞赛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各类竞赛

活动。此外，一些国际性的计算机竞赛，如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Google 编程挑战赛、世界

职业技能大赛等，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高校学生的参与。 
在国内，赛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国家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高校开展竞赛活动，推动赛教融合。同时，许多高职院校也开始尝试将竞

赛活动融入计算机专业教学过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赛教融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 

3.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赛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

式，探讨该模式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的优势。具体研究目的包括： 
• 阐述赛教融合的内涵和理论基础，明确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 探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策略； 
• 分析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际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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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中的应用建议。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了解国

内外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通过对几所省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实际案例的分析，

探讨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中的具体应用；通过在本校推广和应用赛教融合的培

养模式的实证研究，验证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的效果。 

4. 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 

4.1. 赛教融合的内涵 

赛教融合是指将竞赛活动与教学过程相结合，以竞赛为载体，通过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赛教融合模式下，竞赛活动不再是单纯的教学补充，而是

成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4.2. 赛教融合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赛教融合与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赛教融合能够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提升[3]。通过参与竞赛活动，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实际问题，锻炼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同时，竞赛活动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 
另一方面，赛教融合也能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赛教融合模式下，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

握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同时，竞赛活动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增强

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4.3. 赛教融合模式的实施原则 

在实施赛教融合模式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针对性原则。赛教融合模式应该针对计算机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设计，确保竞赛活动能够真

正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实践性原则。赛教融合模式应该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实施，通过实践操作和问题解决等实践

活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创新性原则。赛教融合模式应该鼓励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提供创新性的竞赛项目

和任务，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和创造力。 
综合性原则。赛教融合模式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等。 

5. 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策略 

5.1. 课程体系构建 

在构建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时，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

及竞赛项目的引入。具体策略包括： 
优化课程设置。根据计算机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优化课程设置，增加与竞赛相关的课程内容和

模块，如算法设计、数据结构、程序设计等。同时，加强课程之间的衔接和整合，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 
引入竞赛项目。将竞赛项目作为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竞赛项目，提升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引入竞赛项目时，需要注重项目的实用性和创新性，确保学生能够从中获得实际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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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实施，通过实践操作、项目实践等方式，提升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注重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结合，确保学生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 

5.2.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在构建计算机专业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教学体系时，需要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实施，

以及实践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具体策略包括： 
完善实践教学环节。根据计算机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完善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实施，包括实

验操作、课程设计、项目实践等。同时，注重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结合，确保学生能够全面理解和掌

握专业知识。 
整合实践资源。整合校内外实践资源，包括实验室、实训基地、企业合作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

践机会和实践平台。同时，加强实践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提高实践资源的利用率和效益。 
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对实践教学

质量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同时，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持续改进和优化，确保实践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5.3. 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是联系教师教与学生学的重要纽带，是完成教育任务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

要保证。因此，在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具体策略包括： 
推广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通过引入实际案例，将理论知识与实际

应用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4]。同时，注重案例的更新和拓展，确保学生能够接触到

最新的技术和应用。 
实施项目化教学。项目化教学是实施探究教学模式的一种方法，适用于学习各种实践性和操作性较

强的知识和技能，通过项目化教学的方式，在课题教学中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

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实施项目化教学时，需要注重

项目的实用性和创新性，以及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引入翻转课堂。为使学生更专注于主动的基于项目的学习，通过引入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将传统

课堂讲授与课外自主学习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同时，注重翻转课堂的实施效

果评估和反馈，不断优化和改进翻转课堂的实施方式。 

5.4. 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和学生成长。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

业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具体策略包括：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的专业素养培训和提高，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同时，注

重教师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培养，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竞赛项目和科研项目。 
建立竞赛指导教师团队。建立竞赛指导教师团队，负责竞赛项目的指导和管理。团队成员需要具备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能够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加强教师交流与合作。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教师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同时，

注重与校外专家和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 

6. 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际应用 

本文以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计算机学院为例，介绍计算机专业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实践应

用。该院在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中引入了赛教融合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是计算机学院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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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模式的具体做法。 
课程体系构建。计算机学院根据计算机各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了课程设置，增加了与竞赛

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模块，例如，根据软件测试赛项的比赛内容和要求，在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开设了软

件测试技术、自动化测试等课程；根据网络系统管理赛项，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开设 Linux 操作系统、

网络运维等课程。同时，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了多个竞赛项目作为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参与竞赛项目，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计算机学院整合了校内外实践资源，建设校内

软件测试实训室、网络运维实训室、前端开发实训室等，与企业合作共建校外实践实训基地，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实践平台。同时，加强了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建立了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价

体系。 
教学方法改革。为提升教学的效果和学习的效果，计算机学院推广了案例教学和项目化教学的方式，

将比赛的案例和企业的实际项目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使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培养了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引入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5]。例如，

在《软件测试项目实训》课程的教学里，授课老师利用超星学习通在线学习平台，发布学习内容和学习

任务构建“翻转课堂”，再把知识点与软件测试比赛的 10 多个实训项目进行融合实现项目化教学。 
教师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教育质量和学校发展的核心。强大的师资力量直接决定了教育质量的高

低，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保证教学和指导竞赛的质量，学院非常重视教师专业素

养的培训和提高，每年都选派骨干教师参加各类培训，提升业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组建了竞赛指

导教师团队，加强了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实施赛教融合模式前后的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学生参加技能比赛情况分析：通过对 2022~2024 年学生参加技能比赛和获奖情况的统计，从 2022 年

的参赛人次为 35 人、获奖人次为 15 人，获奖率为 42.86%，到 2024 年参赛人次为 64 人，获奖人次 55
人，获奖率为 85.9%。这期间不管是参赛人次和获奖率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证明了在赛教融合的模式

下，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学习专业技能的氛围都有明显的提高。 
学生获证率分析：通过对 2022 年至 2024 年学生获证率的统计，发现从 2022 年的 72.1%上升到 2024

年的 96.6%，学生获证率显著提升。这直接证明了这种模式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资格证书获取能

力方面的有效性。 
就业竞争力分析：对通过赛教融合培养的学生进行就业情况跟踪，发现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具有更高

的竞争力，平均薪资水平也高于其他的学生。 
企业反馈：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们收集了多家企业的反馈意见。企业普遍认为，赛教融合培养

的学生在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方面表现更佳，更符合企业岗位需求。 
通过实施赛教融合模式，计算机学院各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同时，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 

7. 结论 

7.1. 研究结论 

通过对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模式具有四个方面的优势。 
(1)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通过赛教融合，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和

综合素质。同时，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身的教学水平和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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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了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赛教融合推动了实验实训室、实践教学基地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

和完善，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 
(3) 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通过参与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

精神得到了显著提升，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赛教融合促进了学校与企业、院校与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了资

源共享和信息及时交互，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7.2. 存在问题与展望 

尽管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 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现有的评价体系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2) 产教融合深度不足：部分学校和企业的合作还停留在表面层次，缺乏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 
(3)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部分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仍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培训和锻炼。 
展望未来，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应继续深化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产教融合和师资队伍建设

[6]，完善评价体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同时，还应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变革，

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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