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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岗知识匹配度反映就业者具有的知识与岗位职责知识需求匹配程度。课题基于IT高职生与企业岗位知

识需求适应性调研情况，发现二个问题：人岗显性知识匹配度亟待提高；人岗隐性知识匹配存在较大缺

口。据此，分析原因，探讨学校应建立企业知识需求信息系统；专家咨询决策系统；加强课程建设及教

学改革，并将隐性知识管理纳入教学管理范围，以解决IT专业高职生人岗知识匹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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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ching degree of knowledge between people and posts reflects the matching degre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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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employed and knowledge demand of job responsibilit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adaptability of IT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enterprise post 
knowledge needs, two problems are found: the matching degree of explicit knowledge of people 
and posts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there is a big gap in tacit knowledge matching between 
people and pos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discusses that schools should 
establish enterprise knowledge demand information system; expert consultation decision-making 
system; strengthe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bring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into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scope,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tching degree 
of knowledge between people and posts of IT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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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岗匹配[1]，指在岗职员的知识、能力、素质等与其岗位职责的匹配；匹配程度越高，工作效率越

高；反之，则难以胜任岗位。人岗匹配问题中，人岗知识匹配是首要因素。因此，在招聘或试用阶段，

企业特别关注应聘者具有的知识对岗位职责的适应程度。 

2. 高职生人岗知识匹配问题的调研 

课题基于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区域企业顶岗实习或就业的 IT 高职生人岗知识匹配问题进行的访

谈调研，以及第三方平台(人才招聘网)相关数据，展开研究。其中，调研涉及企业 125 家，如上海汇纳信

息科技、杭州联动时通科技、江苏宏基铝业科技等有限公司；受访者 215 位，均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电

子商务、计算机应用等专业毕业的高职生。调研结果显示，高职生人岗知识匹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1) 人
岗显性知识[2]匹配度亟待提高。显性知识指可言传、可编码，诸如授课、教材等之类知识。92%的受访

者认为，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有部分内容偏老化，用不上；95%的受访者谈及实习中接触到不少陌生的 IT
知识与技术，十分困惑。据实习生导师反映，这部分知识是新引入的诸如云计算，VR 虚拟现实、AR 仿

真现实、区块链等 IT 新知识；2) 人岗隐性知识[3]匹配存在较大缺口。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只可

意会无法言传、不能编码，例如思维、抽象、综合能力，以及手艺诀窍类技能知识。调研中，不少学生

反映缺少关于 IT 项目的经验、思维、综合协作能力，包括软件设计技巧、硬件故障的快速检测与维修诀

窍，即对 IT 相关的隐性知识知之甚少。 

3. 高职生人岗知识匹配问题原因分析 

如同产品具有生命周期，知识也有生命周期[4]，其生命各阶段：产生期、加工期、存储期、应用期、

老化期，如图 1。各类知识的生命周期长短不同，尤其是，IT 知识的生命周期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变得越来越短。面对诸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知识大量涌现，如果学校不及时对课程内容知

识更新，也未能在实践、实习阶段加强隐性知识的管理，高职生面临的人岗知识匹配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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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ive stages of knowledge life cycle 
图 1. 知识生命周期五个阶段 

3.1. 部分专业课内容更新滞后 

目前，职业院校的各类知识传授以课堂教学，亦即显性知识传授为主。实践课，学生通常在实践手

册指导下，伴随教师对相关内容解释下完成的。一些职业院校早先照搬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部分课程作

为教学内容，并参照这些内容编写高职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实践手册。此后，用了十几年一成不变。特别

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爆发式增长，如果专业课程内容得不到及时更新，则高职生学到的知识可能

与企业需求相去甚远。这方面，澳大利亚、德国等国的职业教育知识更新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例如，澳

大利亚 TAFE 学院不仅要求所有教师每年必须有两周时间到与其所教学的相关行业进行实际工作，根据

行业不同，从半年至 2~3 年时间不等对课程设置进行修改调整[5]；又如，德国职业学校的课程标准开发

是基于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四个机构协调，共同分析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企业工作实际情况[6]。
对比发现，国内职业院校的专业课程内容产生通常由学校乃至某个教研室或教师单方面决定的，且知识

更新速度未紧随企业实际需求，由此极易造成高职生人岗知识不匹配问题。 

3.2. 对隐性知识管理缺乏认识 

造成高职生人岗隐性知识匹配不高的原因很多，但关键有二个方面。其一，对隐性知识意义认识不

足。无论是先前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还是现在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线下或线上教学，不少职业院校的老

师，认识上仍秉持一个观念“讲课”；若对隐性知识缺乏认识、理解，更缺少相关的研究，就谈不上对

隐性知识的管理；其二，对实践、实习环境中隐性知识传递的最佳窗口期关注度低。例如，实践或实习

阶段，一些教师只强调动手操作的重要性，只强调动手步骤、过程，很少意识到隐性知识的细节、方法，

如操作的诀窍，关键技能的迁移、构思、复制等思维方式。此外，部分学生对顶岗实习不重视，不关注

在短暂的时间内与岗位指导师傅建立感情，失去师徒传艺机会，因而未学到诀窍、操作技能及相关的思

维方式。事实上，无论线上、线下教学、还是校内、校外的实践实习，隐性知识无处不在，只有充分认

识它的意义、价值，并对它有效管理，才能使高职生补上隐性知识这个缺口。 

4. 解决高职生人岗知识匹配问题的对策 

4.1. 学校须建立企业知识需求信息系统 

识别和预测企业当前及未来业务中的知识需求，包括知识的类型、数量等，对学校专业合理设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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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以及专业课程内容更新，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因此，学校须建立与各专业相关的企业知识

需求信息系统，包括：第三方平台(人才招聘网岗位需求的专业知识)，企业调研(高职生顶岗实习或就业

企业、校企合作单位)，政府信息平台(统计年报、人才市场等)。例如，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规定，教师定

期下企业巡访指导顶岗实习高职生，并与企业管理者或企业导师沟通，对人岗知识匹配情况调研，调研

情况记入学校相关系统。又如，2021 年初，学校互联网分院教师设计 Python Scrpy 程序，对长三角区域

56 个地级市的“58 同城人才公开招聘网”获取该区域 2020 年全年招聘的 21,325 个 IT 岗位职责知识文本，

并运用软件从文本中解析出这些岗位共需要 IT 知识的字段 65,934 项[7]；将这些字段分成 11 个类(据需要

也可分成 N 个类)：“网络工程”、“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其它技术”，如表 1 所示；

并将这 65,934 项 IT 知识字段按同类项合并，归入到这 11 个知识类。譬如，“网络设备”、“局域网”

等知识字段归入“网络工程”知识类。经统计得到长三角企业对 IT 知识需求分布如表 1 所示。其中，11
个 IT 知识类中，相对需求量较大的有 6 类知识：网络工程、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其它技术(指“XXX 运

营”，如自媒体运营、微信运营等)、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及多媒体技术(图 2)。这 6 类知识需求量(项)
占全部 IT 知识需求 65,934 项的 94.5%；而其余 5 类 IT 知识，如软件工程、空间信息数字、信息安全、

数据挖掘及智能技术需求总数仅占全部 IT 知识需求的 5%左右[8]。这些 IT 知识需求信息对学校的 IT 专

业设置或调整，未来招生数、教学内容更新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T knowledge demand of enterpris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tems) 
表 1. 长三角企业对 IT 知识需求分布(项) 

知识类型 技术与应用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电子信息 电子商务 

需求 9375 1520 31,302 4517 5457 

 
多媒体技术 空间信息数字 信息安全 数据挖掘 智能技术 其它技术 知识需求总量 

3812 9 964 213 938 7827 65,934 

 

 
Figure 2. Six types of IT knowledge in great demand 
图 2. 需求量较大的 6 类 IT 知识 

4.2. 建立校企合作的专家咨询决策系统 

借鉴澳大利亚、德国等在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建设及教学内容更新采用的科学措施，国内职业院校亦

可建立相应的校企合作专家咨询决策系统。专家咨询决策系统作为一项战略管理措施，将给学校带来核

心竞争力及发展潜力。通过咨询决策系统对企业知识需求信息相关数据分析，可为专业设置或调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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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知识更新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知识需求类型、需求量作预测时，可运用德尔菲法和 AHP [9]，或目标

管理、神经网络等模型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例如，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在课题研究中，基于专家咨询及

综合分析，借助软件设计将 AHP 分析程序化；对长三角企业 IT 知识的需求作出分析，得到前景偏好的

IT 知识类型从高至低的排序：“网络工程”，“多媒体技术”，“电子商务”、“其它技术”，“技术

与应用”、以及“电子信息”。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学校为减少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就业压力，根据学

校资源，2020 年减少电子商务专业招生数，增设与多媒体技术相关的“VR 虚拟现实技术”专业并招生

的决策是正确的。 

4.3. 加强专业课程建设及人岗知识匹配目标的教学改革 

要使 IT 专业高职生所学知识与企业需求知识合理匹配，就须重视专业课程建设。要使课程内容紧随

企业需求，每年假期，教师都要实实在在的下企业实践，亲历教材内容与企业需求知识的适应情况，并

积极参与到课程建设活动中。例如，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每年要求青年教师下企业实践。此外，在 2020 年，

学校开展精品课程建设活动。各分院教师积极申报精品课程建设方案，学校择优选择方案。精品课程建

设活动有力发挥课程内容与企业需求相结合的作用。此外，配合精品课程建设活动，学校开展教学改革

研究活动。由此，诸如“OBE 理念下的教学方法”(教育投入的回报与实际产出的现实需要)，“翻转课

堂教学法”等，一大批以高职生就业达到人岗知识高度匹配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出现。 

4.4. 将隐性知识管理纳入教学管理范围 

具体从二个方面着手：1) 建立以教师的隐性知识共享激励机制；2) 将隐性知识管理纳入教学管理范

围。首先，一名教师的隐性知识含量最高能达到其知识总量的 70% [10]。但是，隐性知识是“教师在教

学和科研中保持竞争力的优势资源”，因此教师担心共享自己的隐性知识，会失去自身的优势。为此，

学校需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如实物、货币乃至荣誉的补偿机制等，激励教师通过社区平台、小组讨论、

讲座等方式展开隐性知识共享活动；其次，将隐性知识管理纳入教学管理范围。教师授业中对显性知识

的传递方法与路径选择很熟悉，对于隐性知识传递比较陌生、困难。因此，除了学会运用 SECI 模型[11]
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进行相互转化外，也可以创造性设计隐性知识传递路径。譬如，通过短视频制作

一些需要手工操作的隐性知识方法，同时在视频中穿插解说或描述等。总之，如何将隐性知识传递给学

生，如何在实践、实习环节加强隐性知识管理，要作为教学任务纳入学校教学管理范围。 

5. 结束语 

高职生人岗知识匹配方面存在显性知识匹配度亟待提高、隐性知识匹配存在较大缺口问题。显性知

识匹配问题原因是专业知识更新滞后、未紧随企业知识需求的变化；隐性知识匹配问题原因是对隐性知

识认识及管理缺位。因此，学校须建立企业知识需求信息系统、校企合作的专家咨询决策系统，加强专

业课程建设与改革，并将隐性知识管理纳入学校教学管理制度中。由此，才能真正解决高职生人岗知识

匹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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