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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本科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韩晓敏　李彦秀　李　旭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摘要：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国对于新兴的信息科技和电

子科技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需求，并且对于这些人的能力有着严格的标准。但由于数字化人才培养处于起步阶段，远不能满足企

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需求，反映出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重要基地的职业本科院校，其承担的培养更多数字化高技能人才的责任，

在原有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滞后的情况下，职业教育专业亟待进行数字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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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二十大党的报告中，总书记着重指出：“我们需要加速数

字经济的发展，推动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以形成具备全球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我国的新一代 IT 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正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研发 - 生产 - 管理 - 运维”的全过

程正在加速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同时，推动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

深度融合。中国对于新兴的信息科技和电子科技的发展有着巨大

的人力资源需求，并且对于这些人的能力有着严格的标准。然而，

反映出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重要基地的职业本科院校，

在原有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滞后的情况下，承担着培养更多数字化

高技能人才的责任，职业教育专业急需进行数字化改造，因为数

字化人才培养处于起步阶段，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

才的需求。

二、优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确定培养目标

建立机制，多方参与，多管。职责涵盖培养目标确立、培养

流程改革、全程质量监控评价、组织专家论证审定、专业与行业

企业人才供需关系转变为培养合作关系等方面，由行业企业专家、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思政教师、毕业生代表组成专业建设委

员会。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实现人才供给

端与产业端的深度耦合。开展岗位需求分析。“五对接”的理念是：

将职业素质的培育与数字公司的文化相结合，将职业路径与行业

职位群相匹配，将课程架构与职业规范相匹配，将专业教师与技

术人员相匹配，以及将实训基地与生产车间相匹配。这样做的目

的是分析电子信息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职业职位（群）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把公司的工作任务、职位技能、职业规范转变

为培养的目标，并且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等数字素养。

确立专业方向。

培养目标确定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培养目标确定过程

三、构建课程体系，“五育并举，标准引领”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以服务数字经济、培养数字化

素养、提升学生数字化能力为目标，明确课程类型、性质、边界、

定位、上下位联系、前后顺序和群体关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

按照知识支撑与递进的关系，综合考虑政治、通识、基础、专业

和实践等方面的内容。打造形成“共享平台”课程谱系的专业课

程三平台（公共素质平台 + 专业基础平台 + 创新创业平台）和“项

目贯穿”实践训练四平台（基础实践平台 + 专业实践平台 + 综合

实践平台 + 科技创新实践平台）。“五育并举”围绕学生可持续发展、

“标准引领”的“软技能”，以数字化职业能力为核心，强化职

业实践、双创培育，锻造胜任岗位竞争要求的“硬本领”。此外，

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涵盖了所有课程的思想政治教学体系，确保每

位老师和每门课程都尽到了他们的教育职责。这样，无论哪种形

式的课程，只要坚持这一原则，就可以明教暗教合一，从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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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德、智、体、美、艺、劳等各方面综合素质多方面的优秀技

术人才。

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课程体系“五育并举，标准引领”

四、构建“一线，两融，三段”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

活力课堂

坚持以“培养学生数字化技术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为主线”

的立德树人，实施“一线、两融、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重点

抓好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坚持“产教一体化、科教一体化”，

在校企实现育人“双主体”；以“修炼基本功，修炼素质”课题

实战、能力训练；顶岗实习，产学结合，创新培育。为重点，将

课程思政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完成专业的培养目标。运

用“互联网 + 教学”“互联网 + 技能”教学手段，发挥各类教学

资源库的作用，将感知、理解、巩固、运用等综合运用于各种数

字化教学技术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活跃性，形

成有效的教学课堂，提高课堂的效率，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促

进学生如图 3 所示的人才培养模式。

图 3 人才培养模式“一线、两融、三段式”

五、架构评价方式

根据数码职务的需求，我们需要将“课程竞赛证书”整合在

一起，创造出包括教师、专业人士、学生个人评估和父母的反馈

在内的多样性的评估机制。我们使用了包括职业全面能力、理论

知识和实际操作在内的各种评估手段，并且运用了“过程性评估

+ 总结性评估”的方法来衡量学习的成效。同时，结合评价系统，

对学生学习行为与效果动态精准画像与分析，客观反映学生学习

情况，让学生感受学习获得与进步。

六、保障措施

打造数字化教学师资团队。构建“多元化的来源、多样化的

培养方式、多角度的提升”的数码技术人才。引进具有数字化能

力的企业优秀人才，使团队的数字化应用整体能力得到进一步充

实和提高。通过构建多元培育机制、培育特色团队、提升综合能力、

全面带动教师数字化水平提升等多种培训方式，提升教师数字化

教学能力。强调校企合作，将一线生产技术和手段与数字化技术

相结合，不断进行数字化专业开发和数字化课程开发，加强教师“双

师”素质培养，课程思政教学，将人工智能、智能网络、大数据

技术运用到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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