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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网络工程核心课程群重构与实践
蒋玉萧　杨　磊　杜世培　陈云贵

（广东科技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

摘要：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网络工程人才能力要求的转型升级，广东科技学院网络工程专业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构建“认

证驱动·靶向培养·人职匹配”的课程群建设体系。通过对接华为 ICT 产业链岗位需求，重构“基础能力 - 核心能力 - 综合能力”三阶

递进式课程模块，形成“课证融通、项目贯穿、竞赛赋能”的教学实施路径。实践表明，重构后的课程群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和职业竞争力，毕业生华为 HCIE 认证通过率提升至 12.7%，就业率达 98.85%，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工程专业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改革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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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能力导向下课程群重构的必要性

1.1 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能力提出新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 ICT 产业调研显示，网络工程师岗位能力需求

呈现三大转变：一是技术能力要求从单一设备配置向 SDN/NFV 等

新技术架构迁移；二是职业素养需求从基础运维向网络安全防护

与应急响应延伸；三是岗位胜任力标准从传统认证向华为 HCIE 专

家级认证升级。传统课程体系存在知识模块碎片化、实践项目离

散化、能力培养滞后性等问题，难以满足华为生态合作伙伴对“即

用型”人才的需求。

1.2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内在要求

IEET 工程教育认证强调“产出导向”的教学设计，要求课程

体系必须支撑 12 项毕业要求的达成。原有课程群存在理论课程占

比过高（59.86%）、实践环节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学生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不足。需通过课程群重构实现知识传授向能力

培养的范式转变。

1.3 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的必然选择

广东科技学院“人职匹配、分类培养”的育人理念，要求课

程建设必须紧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网络工程专业作为省级一流

专业建设点，需通过课程群重构打造“华为认证 + 毕业证书”双

证融通培养体系，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 ICT 产业链岗位标准的精

准对接。

2 核心课程群重构策略

2.1 构建“三位一体”课程体系框架

基于职业能力分析矩阵，重构“基础能力 - 核心能力 - 综合

能力”三阶课程群：

基础能力层：设置《计算机网络》《网络操作系统》等课程，

夯实网络通信与系统管理基础。

核心能力层：围绕华为 HCIP 认证标准，开设《华为路由与交

换技术》《网络安全攻防实践》等 6 门核心课程。

综合能力层：通过《网络工程项目管理》《ICT 创新实践》等

课程，培养复杂网络系统设计与集成能力。

2.2 实施“四维融合”课程建设路径

（1）课证融合

将华为认证体系嵌入课程大纲，形成“课程模块 - 认证等

级 - 岗位能力”映射矩阵。例如《华为无线网络技术》课程对应

HCIP-WLAN 认证知识点，实施“教学 - 实验 - 认证”一体化设计。

（2）项目贯穿

开发“基础实验 - 综合实训 - 企业项目”三级项目库，每个

课程模块设置不少于 3 个企业真实案例。如《网络性能优化》课

程采用华为某数据中心网络优化项目，要求学生完成从需求分析

到验收交付的全流程实践。

（3）竞赛赋能

构建“课程实验 - 学科竞赛 - 双创项目”能力进阶通道。将

华为 ICT 大赛、网络技术挑战赛等赛事题目转化为课程设计选题，

近三年学生获省级以上奖项 48 项。

（4）思政融入

在《网络安全法规》等课程中植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通过“中兴事件”等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

2.3 创建模块化课程群结构

在深入分析华为 ICT 认证体系与行业岗位需求的基础上，将

原有分散的 23 门专业课程系统性整合为四大模块化课程群（如

下表所示）。网络架构课程群聚焦企业级网络规划与设计能力培

养，以《企业网基础架构》《IPv6 技术》为核心课程，重点对接

HCIP-Datacom 认证标准，涵盖多协议融合组网、数据中心虚拟化

等关键技术；网络安全课程群围绕“防护 - 检测 - 响应”能力闭

环，整合《防火墙技术》《渗透测试》等实践性课程，教学内容

与 HCIP-Security 认证形成深度映射，着力培养网络攻防对抗与安

全事件处置能力。网络运维课程群针对智能化运维趋势，通过《网

络性能监测》《自动化运维》等课程构建运维知识体系，强化学

生运用 Python 等工具实现网络自动化管理的能力，课程目标直接

对标 HCIP-Cloud 认证要求。工程实践课程群作为能力集成模块，

以《项目部署》《ICT 创新实践》为载体，通过企业级项目全流程

实践，培养学生工程文档编制、项目成本控制等职业素养，最终

对接 HCIE 综合认证标准。这种模块化重构打破了传统按技术领域

划分的课程组织方式，形成“岗位能力 - 认证标准 - 课程模块”

三轴联动的结构体系，使课程群内部的知识单元呈现高度聚合特

征，各模块间通过项目化教学形成能力培养的协同效应。

课程群 核心课程 能力目标 华为认证对接
网络架构 企业网基础架构、IPv6

技术
网络规划与

设计
HCIP-Datacom

网络安全 防火墙技术、渗透测
试

安全防护与
应急响应

HCIP-Security

网络运维 网络性能监测、自动
化运维

系统维护与
优化

HCIP-Cloud

工程实践 项目部署、ICT 创新
实践

工程管理与
创新

HCIE 综合认证

3 课程群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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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实施“三阶递进”项目式教学

在课程群实践中，通过“基础阶段 - 提升阶段 - 综合阶段”

的渐进式项目教学体系，系统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基础阶

段以《网络互联技术》为核心，围绕园区网搭建等基础实验强化

网络配置技能；提升阶段通过《网络攻防演练》课程开展红蓝对

抗实战，模拟真实网络安全攻防场景；综合阶段依托华为 ICT 学

院真实项目，如政务云网络架构设计，要求学生完成从需求分析

到工程交付的全流程实践，实现知识应用与岗位能力的深度融合。

3.2 建设“虚实结合”实践平台

构建涵盖基础实验、专项实训与工程实践的多层次实践教学

环境。基础实验室采用华为 ENSP 模拟器与真机设备，支撑协议配

置与设备调试等基础技能训练；网络安全靶场与 SDN 创新实验室

构成专项实践平台，支持网络攻防、软件定义网络等新技术教学；

华为认证考试中心与项目孵化基地组成的工程中心，为学生提供

认证考试、企业项目研发与成果转化的综合实践空间。

3.3 打造“双师双能”教学团队

通过校企协同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引进 6 名华为 HCIE

认证专家驻校授课，强化企业实践经验输入；实施教师年均 80 学

时的华为技术培训计划，提升教师新技术应用能力；组建由学校

教师与企业工程师混编的教学团队，共同承担课程开发、项目指

导与认证培训任务，形成“理论教学 - 工程实践 - 技术创新”的

全链条教学能力。

3.4 建立动态评价机制

构建“过程考核 + 认证评价 + 企业反馈”三位一体的质量监

控体系。课程考核增加项目答辩环节，权重占比达 40%，重点考

察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将华为认证通过率纳入课程质量核心指标，

推动教学与产业标准对接；建立毕业生能力追踪系统，定期收集

企业对人才技能与职业素养的反馈数据，近三年企业满意度稳定

在 92% 以上。

4 实施成效

4.1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课程群重构，显著提升了网络工程专业

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与职业竞争力。通过“课证融通”培养模式，

学生职业认证通过率实现跨越式增长：华为 HCIA 认证通过率从

2019 年的 76% 提升至 2023 年的 98%，HCIP 中级认证通过率由

58% 跃升至 89%，HCIE 专家级认证累计通过人数达 50 人，其中

7 人获得华为“全球 ICT 精英”称号。这一数据不仅远超同类院校

平均水平，更凸显了课程群与认证体系深度融合的优势。就业质

量方面，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8.85%，32% 的毕业生进入

华为、中软国际等 ICT 龙头企业，65% 的学生在入职半年内晋升

为项目助理工程师或技术主管。典型案例如 2022 届毕业生张某，

凭借 HCIE 认证资质与项目实践经验，入职华为广东代表处后主导

完成某地市政务云网络改造项目，个人年薪突破 25 万元。第三方

评估机构调研显示，毕业生岗位适应周期从行业平均的 6 个月缩

短至 2.3 个月，企业对其网络架构设计、故障排查等核心能力的满

意度达 94.6%。

4.2 教学改革成果丰硕

课程群重构实践催生了系列标志性教学成果，形成可复制推

广的改革范式。课程建设方面，《华为路由与交换技术》《网络

安全攻防实践》两门课程，其中前者以“虚实结合”实验体系设

计获评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优秀案例；校企联合开发的《SDN

技术与应用》《云数据中心运维实战》等 4 部教材被华为 ICT 学

院列为推荐用书。教学团队建设成效显著，8 名教师获华为认证讲

师资格。平台建设层面，华为 ICT 学院通过教育部产教融合示范

基地认证，建成涵盖 5 大技术方向的实验实训中心，设备总值达

2300 万元，年均承接华为生态链企业员工培训超 1200 人次。改革

经验被《中国教育报》专题报道，吸引省内外 32 所高校前来考察

交流，形成显著的示范辐射效应。

4.3 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课程群建设有效打通了人才培养与产业服务的双向通道，实

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人才输送方面，近三年累计为华为、

锐捷网络等企业输送技术骨干 217 人，其中 42 人担任区域技术经

理以上职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ICT 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

技术研发领域，专业团队依托华为 ICT 创新中心，承接“基于 AI

的园区网流量预测系统”“5G 切片网络优化算法”等十余项横向

课题，研发经费到账 380 万元，申请专利 9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

发表 SCI/EI 论文 14 篇。社会服务方面，研发的智能网络运维系统

应用于东莞智慧城市项目，实现全市 156 个政务节点的自动化监控，

故障响应时间从 45 分钟缩短至 8 分钟，年获东莞市政府服务创新

奖。

4.4 学生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重构后的课程群通过“竞赛 - 双创 - 科研”三轴联动机制，

有效激活学生创新潜能。近三年学生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 48

项，包括华为 ICT 大赛全球总决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网络技术

挑战赛特等奖等顶级赛事荣誉。创新创业领域，孵化“智网科技”“云

盾安全”等 7 家学生企业。科研素养培养方面，23 名学生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论文，15 人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形成“导师带团

队、项目育人才”的良性循环。跟踪调查显示，毕业生 3 年内技

术专利申报人数占比达 18.7%，显著高于全国理工科毕业生平均水

平（6.2%）。

5 结语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课程群重构，有效破解了传统网络工程

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与产业脱钩”等难题。

通过构建“课证融通、项目贯穿、竞赛赋能”的教学体系，实现

了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精准对接。后续将持续深化产

教融合，动态调整课程群结构，为培养适应智能网络时代的高素

质工程师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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