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常州工学院在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培养面

向企事业单位的计算机应用和系统开

发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为目标，结合

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岗位需求分

析，确定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
素质结构和核心竞争力；以岗位和素

质分析为基础，建立以产学研结合为

基本途径的“传授知识、训练能力、培

养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应用型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从 2000 年开始，常州工学院积

极探索新形势下本专业的人才培养

体系，收效良好。

一、改革思路和途径

（一）开展调研，确立专业培养

目标、层次和规格

从 2000 年起，选择省内外的典

型高校进行人才培养调研，分析其

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探讨教学计

划及课程设置、实验环节，并召开应

用型人才培养教学研讨会，分析专业

所需的知识点和能力点。在此基础上，

确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

目标和规格：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系统地

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能力，面向企事业单位的计算机应

用和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系统

开发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

（二）结合岗位需求，明确专业

知识、能力及素

质结构

从 2000 年

开始，学校专门

安 排 教 师 参 加

省、市举办的人

才招聘会，分赴

上 海 浦 东 软 件

园、江 苏 软 件

园、苏州新区、

常 州 软 件 园 进

行专题调研。定

期 和 人 才 培 养

校 外 实 习 基 地

有关领导、专家举办人才培养研讨

会，分析社会需求及潜在的择业岗位

群，在此基础上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素质分解为人文素质、身体和

心理素质、业务素质、思想品德素质

4 个方面，并进一步分解其中的专

业业务素质，明确本专业学生所应

有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三）逐步构建人才培养方案，

建立动态调整体系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

通过对就业岗位的分析，在对学生

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进行整

体规划和详细分解的基础上，确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

及实践教学体系。在制定 2002 级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计划的基

础上，初步形成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路。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中，充分体现厚基础、宽专业 (口

径)、高素质、强能力的应用性本科

特色。在课程设置上，采用模块化教

学，调整和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和知

识结构，打破专业限制，构建通用基

础课平台和计算机类专业技术基础

课平台。在此基础上，以“岗位择业，

能力培养”为导向，充分发挥专业的

学科优势，拓宽专业口径，构建放射

性、多方向专业课程组，如图 1 所示。

根据学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及专

业建设现状，学校以人才培养国际化

为背景，吸取和国际公司进行合作的

经验，面向就业市场需求建立人才培

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见图 2，并制

定和完善 2004 级、2005 级和2006 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计划。

（四）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

应用型人才培养（下转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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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才培养的动态调整机制示意图

的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将

研发软件的结果分析功能，尽可能

实现分析报告自动生成，以提高用

户的效率。

（二）参考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本研究提出的参考评价指标体

系是由专家、学者、教育管理部门、职

业院校等多方协作确定的，具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知识获取来源有

限，这套参考评价指标体系仍然存在

缺陷。为此，本研究将逐步积累新专

业设置的相关数据，并对获取的数据

和专家知识进行综合分析，提炼出

更为合理的参考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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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8页）既有本科人才培养的

一般要求，又有强化岗位能力的内

涵，必须吸取一般本科教育和职业

教育的长处，兼蓄并顾。

根据专业特点，建立以基本素

质和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线，以产学研结合为基本途径的

“传授知识、训练能力、培养素质”的

人才培养模式。这一培养模式重视

素质的养成，突出工程性、技术应用

性、适应性、创新性概念，突出了知

识的应用能力、专业技术应用能力、

工程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

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以此为理念，建立较为完善的

校内实践教学环境，实施开放实验

室管理体制，建立校内外人才培养

基地，充分发挥实习基地在人才培

养中的作用，见图 3。

二、改革实践与取得的成就

2004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以优秀的评估分数取得了学士

学位授予权；2006 年，被学校确立

为品牌专业建设点，并通过省级本

科教学水平评估，学生专业技能测

试得到各位专家一致好评；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日趋完善，学生科研能

力、实践动手能力不断提高；学生

参与国际国内各项比赛（如

机器人竞赛等）获奖次数明

显增加；2001 至 2004 级毕

业生一次就业率，分别为

96.9% 、97.1% 、98.5% 、

100%，其中 2004 级毕业生

一次签约率达 80%以上，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不断提高，招收毕业生的积

极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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