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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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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软件工程专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培
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并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实践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通过校
企合作、项目驱动、实践教学等途径，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需求的软件工程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并探讨其评价
与持续改进机制。
关键词：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改革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Software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en,Shaozong   Hu,Yuanchuang  
Hezhou University, Hezhou, Guangxi, 5428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major fac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software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reform strategies from aspects such as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ode, practical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roug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driven 
approache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 cultivation system for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of applied software engineering talents that meet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is constructed, and its evalu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chanisms are 
explored.
Keywords: Software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Teaching reform
DOI: 10.62639/sspehe39.20250104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
各行各业，软件工程领域也不例外。传统软件
工程人才注重编程技能的培养，而人工智能时
代则需要更高层次的软件工程人才，他们需要
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并能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软件开发、
测试、运维等各个环节。因此，如何构建适应
人工智能时代发展需求的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
培养模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培
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的
培养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一）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在当前人工智能（AI）领域快速发展的情况

下，很多高校在制定软件工程人才培养目标时
未能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培养目标不明确导致
市场需求分析不足、专业定位不清晰、缺乏前
瞻性等问题 [1]。高校在制定教育目标时，缺乏与
企业、行业的有效沟通，不能及时了解人工智
能技术和市场需求的最新动态。因此，学生所
学知识与实际岗位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毕
业生就业困难。一些高校无法理清软件工程与
人工智能的关系，导致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向不
明确，学生毕业后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环
境。在制定教学目标时，缺乏对未来技术发展
趋势的预测，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和创新思维得
不到鼓励，导致学生在新技术面前无所适从。

（二）课程体系滞后
传统的软件工程课程体系往往集中于基础

理论和传统编程技能的教学，未能及时更新以
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迅速发展，相关的知识体系、工具和方法不
断更新，但许多高校的课程内容仍停留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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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及时引入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现有课程
往往缺乏实践环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将
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导致其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不足。在课程设置上，缺乏对计算机
科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知识的
整合，学生只能在单一学科内学习，导致知识
面狭窄，无法形成系统的思维能力。

（三）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

但当前的实践教学存在校内资源不足、实践教
学方式单一，以及与企业合作不足登问题。许
多高校缺乏足够的实验室、设备和软件资源，
限制了学生的实践机会，学生只能在理论学习
上投入时间，缺乏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当前
的实践教学多以传统实验为主，缺乏多样化的
实践形式，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
不到有效提升。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不
够紧密，缺乏联合培养机制，学生难以接触到
真实的项目和工作环境，影响其实际操作能力
的培养。

（四）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师资队伍是教育质量的关键，但在人工智

能背景下，部分高校的软件工程专业师资力量
仍面临不小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有：专业知
识更新滞后、实践经验匮乏、继续教育机制缺
失等。原因主要是教师领域知识的更新不够及
时，未能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导致教学内容
与行业实际脱节；部分教师缺乏在人工智能相
关企业的工作经验，无法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
影响学生对行业的理解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高
校在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方面投入不足，未
能为教师提供持续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导致教
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难以提升。

二、人智能背景下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策略

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应用
型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亟需进行改革，针对
上述提到的问题，改革的策略包括：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以 CDIO 等工程教育理念为指导，明确人

才培养目标，确保培养方案与行业需求相匹配。
CDIO 这一教学理念着重工程教育实践，目标是
培育学生的工程素养与实践能力 [2]。高校借助
CDIO 理念，能够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行业、
企业积极合作，这样就能了解当下市场对软件
工程人才究竟有哪些具体需求，再结合 CDIO
理念，制定出符合行业标准的培养方案。在培
养软件工程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要注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和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 [3]，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提供实习、实训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
境中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 [4]。通过参与企业项目，
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提升其适应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二）构建融入 AI 技术的课程体系
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课程，可让学生将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于软件开发、测试、运营和维护的
各个方面 [6]。在软件工程教育中融入人工智能技
术，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技术技能，还能为他们未
来的职业发展开辟新的途径。通过开设相关课程，
学生可以掌握机器学习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技能，
理解如何在实际项目中应用这些技术。学生也可
以学习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软件开发的各
个环节。同时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参与跟人工智
能相关的实际项目，或者通过引入自动化测试工
具和智能运维系统的相关课程，学生可以了解如
何利用 AI 技术进行故障检测、性能监控和资源
优化。

（三）创新教学模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软件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

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7]。要适应这一变化，教
学模式的改革就显得相当重要，像项目驱动式教
学、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这类教学模式均适合
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着重以真实项目或者企业
案例来带动学习，这种方法能让学生掌握理论知
识，也能提高他们的实践与创新能力；混合式教
学把线上和线下的教学资源整合起来，让理论知
识与实践操作有效地融合，这种教学模式很灵活，
还能极具个性化，这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和兴趣；翻转课堂是一种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方
法，把课堂时间腾出来让学生讨论、交流以及做
项目实践，这种模式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有效果。

（四）完善实践体系
在人工智能时代，建设高水平实践教学基地、

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建立实践案例库，
这些都是提升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对培养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亦是很重要 [8]。高水
平实践教学基地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桥梁，
和企业深入合作，能给学生提供真实工作环境与
项目经验，让他们更适应未来的职业生涯。同时，
实践教学基地既能给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又能保
障他们的就业，形成“实习 - 就业”的良性循环；
对于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可组织学生
参加学科竞赛、科研项目、创新创业项目、企业
实习实训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活动能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提高其实践与创新能力；最后是构建
实践案例库，将学生参与项目和实践活动的成果
加以收集整理，从而构建起实践案例库。实践案
例库属于教学资源里的重要部分，它能为后续的
实践教学提供诸多素材，还可让学生总结经验，
对学习进行反思。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当今人工智能已融入各行各业的形势下，

高校面临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挑战，应用型软件
工程人才培养亦是如此。为此，引进和培养双师
型教师、聘请企业专家参与教学以及鼓励教师参
与科研项目，成为了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实践能
力的重要举措。

引进具备工程背景和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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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双师型教师，可以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具体而言，
具备工程背景的教师通常拥有在实际项目中工作
的经历，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帮助学生
理解课程内容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也可以确保
课程内容的及时更新；对于吸引企业专家参与教
学，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参与课程体系的创设和教
学实践指导，企业专家参与到教育当中，这就为
教育带来了宝贵的行业视角与实践经验，能助力
高校打造更贴合市场需求的课程内容；最后是鼓
励教师参与科研项目，尤其是与人工智能领域相
关的科研项目。教师的科研能力直接影响到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通过参与科研项目，教
师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还能将最新的
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中，增强课程的前沿性和实
用性。同时可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以及促进
教师与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这样教师不仅可以获得企业的支持，还能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三、实践能力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

为了确保学生具备扎实的实践能力，建立一
个完善的实践能力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显得极其
重要，尤其是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及实践能力持续改进机制
这三个方面。

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以全面评价学
生的实践能力。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学生的能
力往往仅通过期末考试或单一的课程考核进行评
价，这种方式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
合素质。因此，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该评价体系应包含课程考核、项目实践、
学科竞赛、创新创业项目等；通过使用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可以保证评价结果准确、
可靠。单看一种评价方式，在评判学生实践能力
时，常常不能全面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所以，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是很有必要的；通
过建立实践能力持续改进机制，可以不断改进实
践能力培养体系。评价不仅仅是对学生能力的检
验，更是教育改进的重要依据，体现了“持续改
进”的 OBE 理念，建立实践能力持续改进机制，
可以确保教育体系与时俱进，满足行业需求，有
助于高校收集反馈、课程调整、教师培训和动态
评估。

四、结论

人工智能时代对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提出了
新的要求，应用型高校需要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发
展需求的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明确人才
培养目标、构建融入 AI 技术的课程体系、创新
教学模式、完善实践体系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
途径，培养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需求的软件
工程应用型人才，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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