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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角下
应用型本科高校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李靖 冯浩 李翠琳
武汉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摘要：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软件工程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
重要基地，需要积极探索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本文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对软件工程专业人才的新
要求，探讨了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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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指在科技创新推动下，以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表现形式，
具有高效能、高附加值、绿色可持续等特征的
生产力 , 其特点包括创新性、融合性、智能性
和快速迭代性 [1]-[2]。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背景
下，软件工程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核心支撑，
其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应用型本
科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应用型软件工程专业人
才的重任。因此，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
应用型本科高校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已经有一些专家学者对新质生产力背
景下的人才培养进行了一些研究。张务农等 [3]

提出高校应拓展教育内容，变革教学组织形式，
完善评价制度，以四大教育理念引领新质人才
培养模式变革。苏强 [4] 等人提出新质生产力发

展背景下要充分尊重学生学习个性化选择，提
高培养方案以及课程体系的弹性及灵活性。祁
占勇 [5] 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民办高校人
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指出要创新人才培养
目标、颠覆课程开发、推行“产学研”高效能
实践教学、打造卓越型师资队伍、搭建与创新
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于慧等人 [6]

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路径进行了研究，提出要优化课程设置、加强
实践教学、创新教学方法、建立多元化评价体
系，鼓励学生个性发展与创新实践。罗大蒙 [7]

提出高校应创新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体制机
制，打通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
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的创新
型人才基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背景，分别结合教师队伍建设及核
心能力培养 [8]-[9]、产教融合 [10]-[11]、数字化转
型 [12]、课程建设 [13]、思政教学 [14] 等方面探索
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各方面问题、路径和策略。

（稿件编号：SSTR-24-4-J001）

作者简介：李靖（1979-05），女，汉族，籍贯：湖北房县，信息工程学院，职称：教授，硕士学历，研究方向：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数字经济。
冯浩（1977-08），男，汉族，籍贯：湖北武汉，信息工程学院，职称：副教授，博士学历，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李翠琳（1981-01），女，汉族，籍贯：湖北广水，信息工程学院，职称：副教授 硕士学历，研究方向：遥感信息处理、机器学习。
基金项目：武汉学院 2022 年校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工科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WYJY202202 ）。
湖北省教育厅 2022 年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技能感知与行为分析的应用型人才实践技能训练模式与平台设计研究”
（2022GA108）。



176

2024 年，第四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新质生产力背景下
的人才培养问题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研究的内容视角也比较丰富，但是以上研究很
少有结合专业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的。因此，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应用型本科高
校人才培养实际情况，聚焦软件工程专业，分
析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新要
求，剖析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对专业
人才培养的优化策略进行研究。

一、新质生产力对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的新要求

（一）扎实的技术基础与前沿视野
新质生产力催生出了瞬息万变的业务需求

以及极为复杂的应用场景。传统的技术在应对
这些新挑战时往往力不从心，而前沿技术能够
成为破局的关键。因此要培养出满足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需求的人才，不仅仅需要学生掌握
专业扎实的技术基础，还需要学生及时掌握前
沿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
物联网技术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需求。

（二）良好的跨学科综合能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会不断促使各行业深

度融合，软件应用场景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
学科交叉融合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新质生产
力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
实的软件工程专业知识，还需要了解一些交叉
领域的知识，以更好地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

（三）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传统的软件开发

模式和思路难以满足市场的新需求。只有具备
创新思维，才能挖掘出与众不同的功能和用户
体验，开发出独具特色、具有竞争力的软件产
品，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因此，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
下软件工程专业人才不可或缺的素质。

（四）良好的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
新质生产力项目通常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

综合性，可能需要跨部门、跨地域甚至跨文化
协作完成。如果没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
通能力，项目的分工合作可能出现问题，团队
成员之间不能优势互补，难以发挥团队的整体
实力，甚至可能导致项目质量低劣，进度不达
标。因此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良好的团队协
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对于软件工程专业人才来说
至关重要。

二、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软件工程专业人
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软件工程课程体系

未能及时跟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步伐，课程内
容陈旧，缺乏对前沿技术和跨学科知识的覆盖，
课程之间缺乏有机的整合，导致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难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无法将不同课
程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地应用到实际项目中。

（二）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是培养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实践能

力的重要环节，但部分高校实践项目往往基于
过时的技术和案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项
目实际需求和最新技术应用存在较大差距，无
法让学生接触到真实且具有挑战性的实践场
景，加上学生实践和项目开发实践有限，导致
学生软件工程实施能力不足。

（三）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软件工程领域的技术更新迭代快，对教师

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要求较高。但部分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软件工程教师队伍存在缺乏企业
工作经验、知识结构老化等问题。一些教师长
期从事理论教学，对行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发
展了解不够深入，无法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实践
指导。

（四）产学研合作不够深入
产学研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但部分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仅停留在表面，缺乏
深度融合，导致学生无法真正接触到企业的实
际项目和技术需求。一些高校虽然与企业签订
了合作协议，但在合作过程中，企业参与度不
高，学生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实践机会和职业指
导。

三、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
校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化策略

（一）创新教学理念
新质人才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融合能力、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快速适应变化的学习能
力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为了培养
这样的人才，教学理念必须进行创新。首先，
在跨学科的知识融合能力培养方面，教学理念
应从学科分隔转向学科交叉融合。在课程设置
上，不再将不同学科的课程孤立开设，而是设
计综合性的课程模块。同时组织跨学科的项目
式学习，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整合不同学
科的知识和方法。第二，对于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教学理念要从注重知识传授转变
为注重能力培养。要减少死记硬背的内容，增
加启发式、探究式的教学方法。通过设立创新
实验室和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创新
的平台和资源。第三，为了提升学生快速适应
变化的学习能力，教学理念需从固定的教学内
容和模式转向动态和个性化。利用在线学习平
台和自适应学习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
特点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鼓励学生自主选
择学习方向和资源，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和自
我更新知识的习惯。第四，在培养良好的团队
协作和沟通能力方面，教学理念应从个体学习
为主转向强调合作学习。通过小组作业或者团
队项目，让学生在合作中学会分工协作、沟通
协调和解决冲突，不断提升学生团队协作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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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
（二）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是知识传授的主要载体，课程体系的

构建决定了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对于
学生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
课程体系必须要在传统教学基础上进行优化。
首先，应增加前沿技术课程。根据人才培养特
色，有选择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相关课程植入课程体系，
让学生紧跟技术发展潮流；第二，强化跨学科
课程。结合新质生产力中软件与其他领域的融
合趋势，合理设置软件工程和其他跨学科课程，
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三，
注重实践课程的比重和教学质量。增加综合性
的实践项目，模拟真实企业环境的软件开发项
目，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第四，引入创新课程和思维训练。开设软件创
新设计等课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
第五，加强课程的动态更新。建立定期评估和
更新机制，根据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及时调
整课程内容，确保学生所学始终与最新的技术
和需求接轨；第六，设置个性化选修课程模块。
通过个性化选修课程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和职
业发展方向，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规划有针对
性地选择课程。

（三）加强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对于学生项目实践能力提高、解

决问题综合能力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
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必须更加
注重对实践教学的强化。首先，应增加实践课
程比重，提高实践课程在总课程中的占比，
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实际操作和项目实
践。第二，在教学中引入真实项目案例，让学
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真实的需求、技术难题和团
队协作场景，从需求分析到软件上线发布全程
参与，锻炼学生的全过程软件工程实施能力。
第三，建立建立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平
台，配备最新的软件开发工具、硬件设备和云
计算资源。为学生提供先进的教学实践平台，
模拟企业开发环境，熟悉行业标准的开发流程
和工具。第四，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软件设
计竞赛、创新创业活动和开源项目。通过这些
课外实践活动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同时增强团队合作精神。第五，强化
实践教学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
提升自身的工程实践经验；同时，聘请企业的
资深工程师作为兼职教师，为学生传授实际工
作中的经验和技巧。第六，完善实践教学考核
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体系，不
仅关注项目成果，还要考核学生在实践过程中
的表现，包括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
创新能力等。通过以上措施，切实加强软件工
程专业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实践教学，培养
出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软件工程人才。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必须要打造一支适应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素质软件工程专业师
资队伍，这样才能为培养优秀人才提供有力保
障。首先，要积极引进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专
业人才，企业一线的专家能够带来最新的技术
和实践经验，让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
第二，鼓励现有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和培训，定
期安排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了解行业最新动
态和技术趋势，参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软件开
发项目，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第三，加强教
师的继续教育和学术交流，支持教师参加前沿
技术的研讨会、学术会议等，了解学科前沿研
究成果，促进知识更新和学术水平提升。第四，
建立教师团队合作机制，鼓励不同研究方向和
专长的教师组成团队，共同开展教学和科研项
目，共同指导学生的综合实践项目；第五，注
重培养教师的跨学科素养，新质生产力往往涉
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教师需要具备跨学科
的知识和视野，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

（五）深化产学研合作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必
须要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首先，专业需要
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下的新的岗位需求和职业
素养要求，可以通过定期开展行业调研，与企
业保持密切联系，邀请行业专家举办讲座和座
谈会等方式精准对接产业人才和岗位需求，并
将这些需求融入到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
环节等方面，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相关课程
和实践项目。第二，在实际教学中企业提供实
际项目案例和最新技术资料，高校教师将其转
化为教学素材，融入到课程中，让学生了解真
实的开发流程和技术难点；第三，企业派遣技
术骨干到高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教学指导、
课程辅导和实践指导，与高校教师共同完成教
学任务，传授实践经验和行业最新技术，高校
教师到企业参加培训和实践，提升工程实践能
力；第四，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和研发中心，为
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企业可以提供实习岗位和
实训项目，学生通过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中进行
实习实训，提升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第五，
在学生专业学习考核评价方面，建立由企业和
高校共同组成的评价小组，综合考虑学生的理
论知识掌握、实践能力表现、职业素养等方面，
评价方式包括考试、项目成果评估、企业实习
表现评价等；第六，校企共同促进就业创业，
企业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和招聘机会，参与高
校的就业指导活动，高校为有创业意愿的学生
提供创业培训和资源支持，企业可以提供创业
项目和资金支持。第七，校企共同进行技术研
发。高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组成研发团队，
针对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和企业实际需求开展研
究，双方共享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通过企业
的渠道进行产业化推广和应用，企业根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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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为高校的科研提供改进方向和需求。
通过深化校企合作，进一步实现新质生产

力发展背景下的高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紧密结
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

四、结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软件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
方面，新质生产力催生出大量新兴的技术和应
用场景，为软件工程专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
业空间和创新领域；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背
景下行业对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要求更
为突出，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也要求教学内容
和方法不断创新，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
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以适应新的教学需求。高
校需要积极应对，不断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和深化产学研合作等策略，培养
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素质软件工程
专业人才，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
有力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

义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14(06):127-145.
[2] 周文 , 许凌云 .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

[J]. 改革 ,2023,(10):1-13.
[3] 张务农 , 胡蝶 . 发展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 [J]. 北京教育 ( 高教 ),2024,(08):4-10.
[4] 苏强 , 罗佳音 , 邱晓雅 , 等 . 新质生产力与科技人才培

养的耦合逻辑及实践进路[J/OL].现代情报,1-12[2024-
08-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2.1182.
G3.20240805.1715.004.html.

[5] 祁占勇 , 吴仕韬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民办高校人才培养
模式变革 [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24,(04):5-
18+181.

[6] 于慧 , 张丽莉 . 新质生产力条件下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研究 [J/OL].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27):3-8[2024-
08-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4.1027.
G4.20240731.1716.030.html.

[7] 罗 大 蒙 . 新 质 生 产 力 背 景 下 高 校 创 新 型 人 才 培
养 的 困 境 与 优 化 路 径 探 赜 [J]. 四 川 文 理 学 院 学
报 ,2024,34(04):32-40.

[8] 唐新强 , 周小李 .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行业特色院校教师
核心能力的新内涵、新要素及新路径 [J/OL]. 当代教育
论 坛 ,1-10[2024-08-11].https://doi.org/10.13694/
j.cnki.ddjylt.20240704.001.

[9] 宋萑 , 汪佳成 , 孟君豪 . 面向新质生产力建设高质量教
师队伍的理论逻辑、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J]. 人民教
育 ,2024,(07):24-27.

[10] 罗嗣海 . 培养有地方特色拔尖创新人才支撑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06):45-47.

[11] 李玉倩 .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逻辑与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2):122-129.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3.12.014.

[12] 谭嵩 , 王刚 , 孙方 .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高校数字化转型
的实现路径 [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24,40(07):89-
92.

[13] 陈建勋 . 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产教融合课程知识

生 产 模 式 的 研 究 [J/OL]. 包 装 工 程 ,1-4[2024-08-
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94.
tb.20240729.1119.024.html.

[14] 刘雪宇 , 代晓丽 . 新质生产力理论融入高校思政课的
三重逻辑 [J/OL].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学报 ,1-11[2024-
08-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411.
G4.20240807.1632.0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