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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背景下高职商科专业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孙毅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摘要：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日益加速的今天，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现代高职教育进步的核心力量。在商科教学中，
数字化技术不仅为课程内容注入新活力，还为教学方法及教育模式的革新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与挑战。高职商科专业，作为培育
实战型人才的重要基地，亟待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评价标准上做出深度变革，以契合数字化潮流。本文深入剖析当前高职商
科在数字化浪潮下的课程改革现状、其改革的紧迫性，以及如何实施改革。期望通过此文，为高职商科专业的课程改革贡献理论
基础和实践方向，进而促进教育品质的跃升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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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force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moder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usiness teaching, digital technology not 
only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course content, but also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educational models. Business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cultivating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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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化转型为高职商科教育带来丰富资源与
平台，推动教学模式从传统课堂向在线学习、混
合式学习等多元化方向转变。同时，数字化还为
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与灵活学习方式，有效促
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与能力提升。然而，许多高
职院校商科专业在课程设计、师资能力、教学设
施及课程评估等方面，仍面临不少挑战，亟待从
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深刻变革。

一、高职商科专业教育课程改革现状

当前，高职商科专业课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
与行业需求脱节、教学方法过时、实践环节匮乏。
许多院校仍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模式，
导致学生缺乏主动学习和实践机会。在数字化技
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
难以满足学生信息时代所需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

力。首先，课程内容滞后是严峻问题。商科课程
设置往往囿于传统学科知识框架，重理论轻实践，
与现代商业环境和数字化工具脱节。数字营销、
数据分析等新兴领域课程薄弱，无法满足学生未
来职业发展需求。课程更新缓慢，导致学生知识
滞后，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职场。其次，教学模
式单一，依赖课堂教学，缺乏多样化手段。虽有
院校尝试引入在线教育平台等数字化工具，但仅
停留在辅助层面，未融入日常教学。传统教学模
式无法满足现代学习需求的个性化、互动性，导
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低，教学效果不佳。再次，实
践环节不足，影响学生实操和解决问题能力。虽
有实习课程或校企合作，但多为短期体验，缺乏
深入实践教学。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现代企业
所需的“即插即用”能力显得尤为不足，导致学
生技能与市场需求存在巨大差距。最后，评价体
系滞后也是改革瓶颈。现有评价侧重学术成绩，
缺乏对学生实际和创新能力的动态评估。这种评
价方式未能全面反映学生综合素质，尤其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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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表现和能力，制约学生全面发展。

二、数字化背景下高职商科专业教育课程改
革必要性

（一）进一步满足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

广泛应用的推动下，商业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变革。数字化技术正深刻重塑传统商业流程与管
理模式，从营销到财务，从供应链到客户关系，
各行各业均加速数字化转型。这一背景下，企业
人才需求发生根本转变，尤为渴求具备数字化、
数据分析、互联网营销等复合能力的新型人才。
然而，传统商科课程多侧重于管理、经济、财务
等基础理论，缺乏对现代技术工具的介绍与实际
运用。这导致毕业生在投身职场时，常面临与行
业技术脱节、实操经验不足的困境，难以满足企
业对数字化能力的迫切需求。因此，高职商科教
育迫切需要进行数字化背景下的课程改革。课程
内容应紧密跟随行业技术发展，尤其需充分融入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数字营销等前
沿知识与技能。这样的改革能确保学生掌握最
新商业知识和技术工具，助力他们毕业后迅速
适应行业要求，提升就业竞争力。例如，在数
据分析课程中，应教授学生运用 Excel、SPSS、
Python 等工具，并通过实践项目学会将数据驱
动决策应用于商业实践。在电子商务与数字营
销课程中，则应深入探讨如何利用社交媒体、
SEO、电商平台等手段，提升企业品牌、优化
用户体验并增强盈利能力。此类课程改革将不
仅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将提升他们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更具市场竞争力、
更适应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数字化教育不仅变革知识传授方式，更显著

提升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传统商科教育偏
重理论，缺乏互动实践，导致学生难以应对复
杂商业问题。而数字化教学，尤其是融合大数据、
VR、AR 等技术，为学生打造互动沉浸式学习
体验，大幅增强其创新与问题解决能力。在大
数据分析课程中，学生不仅掌握数据清洗、分析、
可视化技能，更通过案例与仿真工具模拟数据
决策。他们可分析市场趋势，预测消费者行为，
培养战略决策能力。同时，VR 技术让学生模拟
商业场景，进行产品设计、营销、财务等决策，
增强学习趣味性，直观感受数字化与商业实践
的融合。数字化教育在互动实践中锤炼学生创
新思维。如电子商务与数字营销课程中，学生
通过模拟电商平台运营，提升创新意识与问题
解决能力。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学习方式，
既夯实学生实践技能，又激发其创业精神，培
育未来商业领域的佼佼者。

（三）促进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型与升级
数字化课改不仅更新课程内容，更推动教

育模式的深层变革。传统高职商科教育多采用
“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学生处于被动地位，

信息单向传递，这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显得
愈发不合时宜，难以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的需
求。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促使教育向“学生中心”
转型。学生可通过在线平台自选内容、自定步调，
而教师则利用大数据洞察学生进度，精调教学
策略。此模式有效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参与度
及自主学习能力，点燃他们的探索热情和创新
火花。同时，商科课改也催生混合式教学的兴
起。线上预习、讨论与线下实践、互动相结合，
打破时空限制，为学生提供更灵活的学习体验。
这不仅提升课堂效率，还助力学生更全面地掌
握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数字化教学还为教师
提供精准的教学工具和资源。实时学习数据反
馈，使教师能迅速识别学生难题，提供个性化
指导。这种即时反馈不仅优化教学质量，还进
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三、数字化背景下高职商科专业教育课程
改革路径

（一）及时地更新课程内容，合理融入数
字化技能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高职商科专业课程
暴露出与现代商业实践脱节的弊端，特别是在
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明显滞后。为顺应数字化转
型趋势，商科教育亟需更新课程内容，将数字
化技能深度融入教学之中。这不仅意味着简单
引入新兴课程，更要紧密结合行业脉搏，着重
培育学生的数字化思维及实操能力。举例而言，
数据分析已成为商业决策的关键，课程应囊括
数据分析基础、常用工具如 Excel、Python、R
的操作技巧，以及数据驱动的战略决策方法。
同时，电子商务与数字营销课程需覆盖互联网
技术、社交媒体策略、大数据营销等，助力学
生把握现代商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的崛起，企业对商科人才的要求
已超越传统经济管理范畴，数字化技术素养变
得至关重要。因此，课程改革应触及人工智能
的商业应用、智能营销策略、供应链管理自动
化等前沿领域。这些课程将使学生在扎实商业理
论基础之上，更能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复杂挑战。
跨学科融合也是当下课改的重要方向。通过将商
科与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有机
结合，可打破学科壁垒，培育学生的多元化能力
和全面素质。例如，管理学可与大数据分析相结
合，经济学可与人工智能技术相融通，从而帮助
学生多维度把握现代商业的复杂性，并练就适应
变革的必备技能。这种融合不仅提升学生的实战
能力，更为其未来职业生涯的多元化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二）有效性改革教学方法，推动混合式教
学模式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高职商科专业课程改
革应不仅局限于内容更新，更需关注教学方法的
革新。传统“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已无法满
足现代学生对个性化、互动性及实践性的追求。



147

2024 年，第四期，国际科学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因此，高职商科教育须大力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
深度融合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以最大化发挥数
字化平台的潜能。混合式教学巧妙利用数字化资
源，让学生在课外通过自学、线上研讨和视频
教程等途径汲取理论知识，而将课堂时间留给
问题解决、团队协作和实践操作。此举不仅提
升课堂效率，还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在线平台
赋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力，教师则能借助数据
分析和学习管理系统，精准把控学生进度，提
供个性化的指导。同时，教学方法的改进应聚
焦于增强互动性与实践性，以激发学生的创新
思维。例如，借助在线模拟实验、虚拟实训和
商业案例分析，学生可在数字化环境中模拟真
实场景，锤炼实操能力。商科课程可设计以真
实企业问题为基础的项目驱动学习，让学生在
实战中磨练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与企业合作，
学生能在解决商业难题的过程中，熟练掌握数
字化工具与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和决策力。团
队协作应成为新教学方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数
字化技术为团队合作开辟新天地。学生可通过
在线讨论、协同作业等方式开展小组合作，甚
至进行跨地域的虚拟团队协作。这种互动式学
习不仅有助于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更能培育
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为多元化工
作环境中的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三）充分的加强校企合作，不断地深化
实践教学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校企之间的紧密
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于商科专业课程改
革而言。通过校企合作，不仅能让学生亲身感
受最前沿的商业技术和真实的工作环境，还能
确保教育内容和产业需求的高度契合，从而增
强教育的实践性和时效性。企业应向高职院校
商科专业提供宝贵的商业案例和实践机会。这
样，学生便能在实战中运用所学知识，锤炼解
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校企可以联手打造实践
项目，让学生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通过模拟
真实商业场景，培养他们的商业洞察力和团队
协作技巧。企业还能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训平
台，使他们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获得宝贵的经
验。校企在课程开发方面的合作也需加强。双
方应共同制定课程标准，设计出既前瞻又实用
的课程，以满足行业的实际需求。企业可深入
参与课程设计过程，根据自身技术和发展方向，
对课程内容进行精准指导，确保学生所学与行
业需求紧密相连。通过这种深层次的校企合作，
学生不仅能积累实践经验，还能及时接触并掌
握最新的行业技术和商业模式。这种合作模式
将使教育与产业更加紧密地结合，助力学校紧
跟行业脉搏，从而培养出更多适应现代商业环
境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四）构建综合性评价体系，关注学生的
全面发展

传统课程评价多以学术成绩为主，如期末
考和作业分，这种方式未能全面考量学生的多

元能力，特别是创新、实践和团队协作等“软
技能”。为满足数字化教育需求，高职商科专
业需构建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体系，以全方
位评估学生的能力表现。应重视过程性评估，
它强调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持续跟踪与及时反馈。
通过在线平台和课堂互动，教师可实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进度、参与度及理解程度，从而灵活
调整教学策略。例如，利用讨论、团队项目和
在线测试等方式，教师可即时收集数据，持续
评估学生的学习表现。实践性评价至关重要。
高职商科旨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通过校
企合作、实习和商业模拟等实践环节来评估学
生，能更真实地反映其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如，
可在企业实习期间评估学生的工作表现，或通
过模拟商业项目来考察其问题解决能力。借助
数字化技术，评价体系应更个性化和动态化。
教学平台可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为每个学生
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路径和反馈，助力其持续进
步，并发现自身的优缺点。这种多维度评价能
全面展现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发展。

四、结语

数字化浪潮下，高职商科专业教育课程改
革显得尤为迫切。商业环境的数字化变革对教
育领域，尤其是高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评
价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应用型人才的摇篮，
高职商科必须与时俱进，融合新技术与行业需
求，以培育适应数字化社会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深化
校企合作及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将更好地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教育质量，并满足市
场对高职商科人才的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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