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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产业需求的软件工程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何火娇，王映龙，艾施荣

(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以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为例，提出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 在探索校企合作培养软件

人才过程中，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改革方案; 根据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软件工程人才要求，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办学特色; 并以数据说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来，取得毕业生

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好评的办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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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ing Talents Cultivating Mode for Software Engineering
to Meet Industry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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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ade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ivating mode for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gram． It
first defined the very concept and goal of cultivating software engineering talents． Then it explained how joint
efforts were made to reform the mode featur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e education． Finally it cited abun-
dant data to prove that the reform was fruitful which achieved high employment rate and good performance of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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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人才培

养质量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我

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社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部分大学毕业生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

工作岗位
［1］，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

是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求，大学毕业生缺乏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技

能。因此，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显得十分迫

切。自 2003 年以来，我校软件学院为了培养适应

社会需求的应用型软件工程专业人才，采用校企

合作形式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进行了大胆的

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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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探索

(一)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理念是人才培养中的核心问题，本

质上说，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理念就是要处理好人

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 当前，信息时代科

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也对人才素

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 已 成 为 社 会 对 人 才 选 择 与 否 的 一 项 重 要 标

准
［2］。由此，该校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是: 培养综合素质高，适应产业需求的应用型软

件工程技术人才。
(二)“3 + 1”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培养出适应产业需求的软件人才，2003
年在软件工程专业被批准开办之初，该校就以校

企合作办学为切入点，改革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实行“3 + 1”人才培养模式，即学生前三

年在学校培养，第四学年全年在软件企业培养，这

样，实现集学校与软件企业的教育教学资源于一

体，共同培养软件人才
［3］。为开展长期稳定的校

企合作办学，学校与软件企业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协议对人才培养模式作了约定: ①建立专业实习

基地。由合作的软件企业在其所在地建立软件专

业实习基地，实习基地要为学生第四学年的生活、
学习提供住宿、实训教学场地和机房等基础设施;

②在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第四学年，学生在

实习基地由软件企业对学生进行工程实训、毕业

实习和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③推荐毕业生就业。
以企业为主、校企双方负责推荐毕业生就业。④
实训、实习费用由学校按办学协议拨款。学校将

大四学生第四学年的部分学费划拨给软件企业，

由企业支配，以支撑大四毕业生的工程实训教学、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活动及实习基地

的建设。这样，校企双方建立起责任同担、利益共

享、密切合作、长久稳定的合作办学关系。这种合

作办学使学校与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企

业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参与软件人才培养，并将

企业的运作理念、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

无形资产
［4］

注入到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大大提

升了培养软件人才的办学实力，营造了校企两种

学习氛围，使该校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可以在校企

两种文化中，得到两者优势教育教学资源的培养，

进而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了人才培养适应

性和实用性，构筑起高校、学生和企业共赢平台，

实现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

(三)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为了保障“3 + 1”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该校软

件学院与合作软件企业一道，共同研究和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
1．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
［5］。围绕着人才

培养目标，该校软件学院与合作的软件企业一道，

经过调研分析后，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 面向软

件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学生知识、能力

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 能从事计算机软件系统设计、开发

和软件工程项目管理等工作，成为具有较强实践

能力的应用型软件工程技术人才。具体来说，应

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①具有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自学方法不

断地更新知识，以适应软件技术的快速变化; ②
具有较强实践能力。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主流

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程序设计语言，具

有开发计算机应用系统和软件的基本能力; ③具

备初步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够综合运用各类方

法、技术和工具，初步解决软件工程领域中实际问

题的能力;④具有实际项目开发工作经验;⑤掌握

文献检索、资料查阅基本方法，具有获取信息的能

力;⑥具有较高外语水平，能够阅读英文技术资

料，能进行初步的英语交流和撰写软件英文文档;

⑦具有较好的沟通理解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⑧
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⑨具有较强的法

律意识和较好的职业道德; ⑩具有吃苦耐劳的精

神和求实的工作作风。
2． 分专业方向培养 根据软件行业发展的需

要，在软件工程专业大框架下设置了四个专业方

向，即软件开发与项目管理、计算机网络、嵌入式

系统软件开发和数字媒体技术，在大三年级开设

专业方向课程。设置专业方向的目的是使本专业

的学生既掌握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又要

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个性发展有针对性地培养，

使毕业生毕业后能学有所用，并为毕业后的就业

提供更大的空间。
3． 人才培养方案总体设计 人才培养方案由

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部分组成。在设

计人 才 培 养 方 案 时，围 绕 着“知 识、能 力 和 素

质”［6］
三个方面来制订，采用逆向思维的方法，从

人才培养的末端即社会需求向前推理，该校设计

的人才培养总体方案如图 1 所示。
( 1) 方案分为三个培养阶段。第一阶段(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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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总体方案图

学一年级至二年级) : 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

教育。主要围绕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英语、软件

工程概论和程序设计等，以及通识教育展开，使学

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末

进行计算机应用能力实训。第二阶段( 大二至大

三年级) : 专业知识和技术教育。按照“软件开

发”、“网络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和“嵌入式系

统软件”4 个专业方向展开教学，每门专业基础和

专业课程都开设了占总课时 30% 以上的实验课，

且在大二暑期设置 3 周的校内专业实训。第三阶

段( 大四年级) : 大三暑期开始，到软件企业进行

为期一学年的工程实践能力训练。主要内容是 3
个月的软件项目开发强化训练、7 个月的企业岗

位实习和毕业设计等。
( 2) 理论教学体系设计。理论教学的课程体

系主要是学生前三年在校学习的培养方案，理论

教学是根据教育部对本科人才教学要求，以及该

校对本科人才毕业应获得的学分而设置的必修课

和选修课。必修课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

专业课三部分组成。其中，基础课主要有: 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大学英语、软件工程基础和通识课

程等; 专业基础课主要有: 数据结构、数字逻辑、数
据库、计算机组成原理、网络技术基础、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等; 专业必修课分专业方向设置，各专业

方向开设的专业课。每个专业方向均设置了四门

专业课程，并提出了每个专业方向应达到的专业

能力; 选修课有人文学科的选修课、专业选修课、
专业技术认证、新技术讲座、就业指导等。各方向

核心专业课程是由该校软件学院与企业共同参与

制定，在每年一次修订教学计划时，企业根据当前

的市场需求情况和产业发展方向，提出有针对性

的教学内容，由校企双方共同审定，并对课程教学

计划进行修订。这样，确保了专业课的教学内容

与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步，使课程体系得到优化。

( 3) 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软件工程专业的

特点是实践性很强，因此，在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时，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指导思想，设计出实践

教学体系。它包含有: 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校内

专业实训、校外工程实训和社团科技活动等，课程

实验教学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

修课的实验教学; 课程设计是针对实践性强的课

程如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和软件开发技术

等这类课程设置的，在实验教学的基础上增设一

周的课程设计，根据课程设计大纲，让学生自己完

成一个命题的设计，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设计

性的实验教学训练，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

实践能力; 实训教学分为校内和校外两种，校内实

训安排在大一 上 学 期 末 ( 1 周 ) 和 大 二 暑 期 ( 3
周) ，学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编程和项目

开发训练。校外实训是指大四毕业生在企业建立

的专业实习基地进行的工程实训和毕业实习，企

业委派一线工程师、研究员为学生实训授课。这

样建立的实践教学体系覆盖了本专业实践教学的

各个环节，并突出了专业实训与工程实训、毕业实

习等实践训练环节，形成了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 4) 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培养方案中综合素

质培养贯穿到整个本科教学过程中。人文素质教

育设计为:①学校规定通识教育中人文必修和选

修课程; ②技术讲座、就业指导教育; ③大学生课

外科技活动和各种社团活动; ④第四学年到软件

企业实习期间，实习基地开设的企业文化教育、职
业规划讲座、求职应聘技巧讲座和应聘面试模拟

训练等。通过这些教育、教学环节的培养，提高毕

业生的综合素质。
因此，培养方案中做到了素质教育四年不断

线，实训、实习动手实践训练四年不断线，设计的

人才培养方案体现了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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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

培养方案由该校软件学院与软件企业共同执

行和实施。该校在加强运行管理的前提下，紧扣

知识、能力和素质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形成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相并重的教学特色。
1． 企业家进课堂讲授专业课 软件工程专业

在大三学年，按四个专业方向分别进行专业课程

的教学，其中对 Web 开发技术( JAVA 编程、． NET
编程) 、嵌入式系统设计等专业性强的课程，学院

聘请软件企业一线资深工程师和研究员来学校授

课。为了配合工程师进课堂讲课，软件学院在教

学运行管理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每年将五

月至六月的时间集中授课，工程师按照企业培训

授课模式，改革学校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理

论联系实际，强调知行合一，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 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进行工程实训、毕业

实习 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活动分为工程实践强

化训练、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三个部分。
( 1) 工程实训。大三暑期至大四全学年，学

生由学院组织统一赴实习基地，首先是进行工程

实践能力的集训，时间是当年的 8—10 月共 3 个

月。3 个月封闭式的专业强化集训，其中，第一个

月是课程培训，第二和第三个月是项目开发训练，

通过 3 个月的工程实践集训，学生的工程实践能

力有了质的飞跃。
( 2) 上岗实习训练。工程实践集训结束后，

实习基地领导组织力量推荐毕业生到企业的实际

岗位上进行毕业实习，实习时间从当年的 11—次

年 5 月，共 7 个月。企业拿出实际的工作岗位安

排学生到该岗位上工作，参加企业的业务活动。
实习期间，企业把学生当作准员工来管理，使学生

了解到企业的管理理念，体验到了企业文化; 通过

到实际的岗位上真刀实枪的干，增长了才干，增强

了动手能力，积累了工作经验。
( 3) “双导师”毕业设计。毕业生的毕业设计

是在实习基地完成的。在工程集训的项目开发训

练阶段，毕业生进行选题，开始进行毕业设计工

作。毕业设计实行“双导师”制，学院指派专业教

师担任毕业生的指导教师，为毕业生在撰写论文

时进行答疑和辅导; 同时，企业也为毕业生配备指

导教师，对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行

指导，这样，在“双导师”指导下，毕业生能够顺利

地完成毕业设计( 论文) ，确保了毕业设计和论文

质量。

(五)校企合作推荐毕业生就业

在“3 + 1”模式下，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校企双

方齐抓共管，在实习基地成立毕业生就业指导中

心。就业指导中心采取“动态”选送和多渠道“分

流”的方法推荐毕业生就业，实现实训、实习、求

职一条龙的就为业服务。
1．“动态”选送推荐毕业生就业 用人单位

在录用毕业生时，需要对毕业生进行技术考核和

综合素质的测试。因此，就业指导中心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考核与面试，并指派专人陪

同毕业生面试，以了解毕业生在面试时存在的问

题。若毕业生通过考核则可被用人单位录用，如

果考核不及格，基地则根据其存在的问题继续进

行培训，培训方式包括集体培训和单个训练两种

形式。通过再培训、再提高的反复训练，直到毕业

生被用人单位录用为止。
2． 帮助毕业生利用实习岗位就业 毕业生的

实习岗位一般是企业需招聘人员的岗位，针对企

业招聘员工的这一特点，学院领导多次深入到毕

业生实习单位，与毕业生本人和其所在的单位领

导进行交流，一方面了解毕业生的实习状态，督促

和鼓励毕业生努力工作，作出表率，抓住机遇，争

取留实习所在的单位就业; 另一方面征求用人单

位对毕业生的业务能力及工作态度等提出意见，

这样，经过企业和毕业生的双向选择，毕业生基本

上能留实习单位就业。
3． 采用“分流”方式推荐毕业生就业 有的

学生对软件开发的兴趣不大，基地就业指导中心

推荐他们从事软件企业产品的销售、软件的维护

以及企业管理等工作。

二、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效果

由于改革了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了人才培养

质量，做到了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三方满意。根

据我们对培养的历届毕业生的工作情况进行跟踪

调研，数据显示我校软件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实现

了“两高”，就业率高和就业质量高，社会反映好。
(一)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高

经过“3 + 1”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实现了毕业

生就业率高和就业质量高，得到企业、家长和学生

本人的好评。据我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统

计，该校软件工程专业的毕业生 2005 届和 2006
届的就业率为 100%，2008 届为 98%，2009 届至

2010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均为 96． 8% 和 96． 2%，

实现了高就业率。就业的质量高是指毕业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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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薪和就业地区，由于毕业生在实习基地经过

工程实训和岗位实习，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积累了

一定的工作经验，因此大多数毕业生的起薪较高。
(二) 毕业生就业跟踪调研的情况好

该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总数 800 余人，调研

614 人，占总人数的 76． 8%。
1． 毕业生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的人数多 历

届毕业生从事不同工作的调研情况是从事软件开

发及信息技术工作的人数占被调研总人数的 63．
5%，超过调研人数的半数。在从事信息技术工作

的人数中，有 90% 左右的毕业生为软件工程师、
网络工程师和系统集成工程师等，其中有的已成

为高级软件工程师、高级网管工程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 1． 79% 的毕业生已

自主创业，开公司、办企业，成为创业型的人才。
2． 毕业生的就业地区广 其中，北京地区就

业人数最多，依次是上海、江浙和广东、深圳等地，

均为 IT 企业发达地区。在北京地区就业的毕业

生人数平均达到 60%以上。

三、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启示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目标是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7］，而人才培养质量与毕业生就业直接相关，

我们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时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形成了稳定的校

企合作办学环境

学校采取与软件企业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

议的方式进行合作办学，建立了良好的运行机制，

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办学环境，有利于软件人才

的培养，从而使校企合作办学能得到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这种合作办学形式，具有创新性。

(二)建立了一支专业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相

结合的师资队伍

软件人才的培养需要既有理论教学水平较

高，又要有工程实践能力强的教师队伍
［8］。我校

利用校企合作办学平台建立了一支专业教师与企

业工程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确保了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在这个平台中，企业介入

专业教学，每年不定期的指派工程实践能力强、在
软件开发一线的工程师和研究员来学校为学生讲

授专业课和专题讲座，并委派一线资深工程师为

毕业生第四学年的工程实训授课、指导毕业生的

毕业设计等; 另外，学院定期指派教师到企业进行

专业技能方面的锻炼，开辟了教师接收工程实践

教育的途径。
(三)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零距离

把软件实习基地建立在北京中关村附近，周

边国内外知名 IT 企业林立，IT 企业文化氛围浓

厚，具有校内实践教学无法企及的效果; 毕业生在

企业实习岗位从事与企业员工一样的生产实践活

动，并有工程师指导，这种以职业人的身份从事生

产性的工作，承担工作岗位责任和义务的毕业实

习，其最大的特点是学习目标明确，实践性强，强

化了人才培养的责任心和实用性，学生毕业后可

以较快融入企业工作，实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

求零对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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