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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分析总结了财经高校计算机类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系统构建了

财经高校计算机类人才“一型两翼三维”培养模式，详细阐述了该模式下的计算机类新工科卓越型人才

培养路径，从两个方面给出了该模式的实践路径，介绍了该模式的应用效果，为财经高校工程人才培养

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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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of computer talents in finance and eco-
nomic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the “one type, two wings and three di-
mensions” training mode for computer talent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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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unds in detail the training path of outstanding new computer talents in this mode, and giv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is mode from two asp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is model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talent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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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工程人才自主培养“卓越化”为核心，是新时代工程教育发展的价值导向[1]。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也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2]。高端服务器、CPU、芯片设计和制造等关键设

备、软件、技术等依然是我国数字科技发展的短板，国家急需强化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解决缺“芯”少“魂”、核心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问题，各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对人才培养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3]。在此背景下，如何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新时代工程技术人才，从

而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介绍并探讨了

财经高校的计算机类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创新与实践路径，给出了应用实例与效果。 

2. 财经高校计算机类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内工程教育范式逐渐由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向工程范式转变[4]。前者强调技艺技巧技能的

应用，后者则注重数学、科学和基础研究。财经高校的工科学科力量普遍偏弱，学科专业投入不强，相

比理工科高校，其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更加凸显，主要表现为[5] [6] [7]： 
1) 财经高校计算机类人才培养模式与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新形势整体适应性不高。此类问题表现为人

才培养模式的理念上不新、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以及模式构建路径上举措不够创新、系统性

不强等现象。 
2) 财经高校计算机类人才培养特色不够凸显。相比理工科高校，由于财经类高校的强势学科为经管

类学科，其人才培养所需的支撑学科专业少，普遍存在因定位不清、定位趋同化、与优势学科结合不紧

密而难以树立特色的现实性问题。 
3) 财经高校计算机类人才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尚需加强。培养的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较弱，此类问题是由于往往缺乏能力构成与培养途径设计、能力系统性培养过程、能力评价和持续提升

机制。 

3.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设计 

探究新时代卓越工程师核心能力结构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核心能力构成，二是“卓越”的内涵

特征[8]。本研究以新工科卓越型新目标为导向，基于 OBE 先进教育理念下，在工程教育认证实践、新工

科新文科结合下数字经管素养赋魂育人一体化驱动下，推进形成“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项目/案例建设”

三维新基建纵向一体化协同链式循环，整体打造“一型导向、两翼驱动、三维协同”迭代优化的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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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计算机类新工科卓越型人才培养闭环，系统构建财经高校计算机类人才“一型两翼三维”培养模式，

如图 1 所示。 

3.1. 坚持目标导向的新工科卓越型人才培养理念 

在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追求计算机类新工科卓越型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加快工程人

才培养上升到卓越型“一型导向”阶段，统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和新工科建设的互融共进，

深化软件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荆楚卓越工程师”协同育人计划项目的卓越工程教育，带动“学生中心、

成果导向、持续改进”OBE 先进教育理念落地落实，推进工程教育认证实践。 
 

 
Figure 1. New computer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path map 
图 1. 计算机类新工科卓越型人才培养路径图 

3.2. 夯实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化的专业建设 

全面推行工科专业标准化的工程教育认证，着力推进工科专业综合改革和专业建设内涵式发展。在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引领下，升级改造传统工科专业，申请设置新兴工科专业，推进工科专业之间小融合、

工科专业与新文科下经管优势专业之间大交叉。进一步地，主动融入国家、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

万计划”，积极组织申报省级、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着力培育“金专”，创造条件实施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 

3.3. 夯实学生主体强化的课程建设 

紧密结合现有工科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实施、基于 OBE 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面向学生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狠抓课程结构优化，加强课程体系反向重构，提高课程建设规划性、系统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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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的达成，大力开展全部专业必修课程的 OBE 教学大纲修订、考核方式转变，

以及所有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和信息化改造。面向学生主体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增强，强化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变革和教学内涵建设，推动教学创新，着力培育具有“两性一度”特征的线下、线

上、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深度推进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3.4. 夯实工程化的项目/案例建设 

实践教学是衡量学生理论基础、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综合水平的标尺，既是专业课程知识的实

践运用，又是所学专业课程知识的检验[9]。增加项目/案例在课程中的权重，加强项目/案例设计及其规

范性，提高项目/案例综合性，建设工程化的项目/案例库，注重项目/案例对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支

撑性，构建探究性案例教学、项目式教学的项目/案例教学体系，着力培育工程化的“金项目”/“金案例”，

全面夯实一流本科项目/案例建设和一流课堂建设。 

3.5. 推进全链条层化的三维新基建协同 

在计算机类新工科人才培养系统工程中，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项目/案例建设三项新基本建设分别

从核心引领、纽带承启、基础依托维层自顶向下驱动、自底向上支撑往复，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才培

养闭环链条，构成内生性的一重“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项目/案例建设”链式协同。“卓越型”一型新

目标导向、“工程教育认证实践、数字经管素养赋魂育人”两翼新引擎驱动，贯通式构成外生性的三重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项目/案例建设”链式协同，四重链式协同着力提升计算机类新工科人才培养整

体质量与效应。 

4. 实践路径 

聚焦新工科建设中的核心要求，针对目前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矛盾，基于构建的财经

高校计算机类人才“一型两翼三维”培养模式，从“数字经管素养赋魂育人”和“OBE 理念反向设计固

本”两个途径开展实践。 

4.1. 数字经管素养赋魂育人 

通过新工科新文科结合背景下数字经管素养赋魂育人引擎驱动，一是在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中与经管类专业交叉开设《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等原理课程、《企业沙盘推演》实务课程和

《金融大数据分析》等应用课程；二是在计算机类专业课程的课程目标和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之类项目/案
例中融合经管元素；三是鼓励学生课外申报面向经管领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选做工学与

经管学科交叉的毕业设计课题；四是依托计算机类人才培养过程中构筑而成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项目/案例建设”递进闭环链式协同，着力培养学生的数字经管素养。 

4.2. OBE 理念反向设计固本 

通过在计算机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实践中贯穿运用 OBE 先进教育理念，反向重构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构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要求–课程”、“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能力要求指标点–课程目标”的两级支撑矩阵，最终对应体现到课堂教学的项目/案例内容设

计上，构筑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的有效达成路径。与之相应地，通过《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省级

一流课程的示范，建设《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群的工程化项目/案例库，并积极融入 PTA、头歌等全

国性共建共享平台，多重构建基于课堂工程化案例教学、实验室工程化实验项目教学、第二课堂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工程化实践的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链，强化综合性、多学科项目/案例在解决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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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问题能力培养中基础环节的关键作用，增强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的系统性。 

5. 应用效果 

5.1. 专业建设实践应用成效突出 

在“金专”培育方面，软件工程先后成功获批 2019 年度省级、2020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电子信息工程 2020 年度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现有工科专业升级改造方面，基于工程教

育认证标准，全面重新制订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019 级及

以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全面启动并推进四个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实践。在新兴工科专业设置方面，“人

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分别通过教育部 2020 年度、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备案和审批。 

5.2. 课程建设实践应用效果明显 

在课程设置优化方面，结合 2019 级及以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运用 OBE 先进教育理念反向重

构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完善的课程体系。在“金课”培育

方面，2019 年以来，先后建成《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经济资源配

置方式与效率评价虚拟仿真实验》省级虚拟仿真实验一流课程，以及《C 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

设计》、《数据结构》等 5 门校级慕课。在课程开发方面，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微课类、网络辅

助课类在线开放课程开出数量达 20 余门。在课程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方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

索和实践成效明显，并基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全面修订所有专业必修课程教学大纲、改革所有专业必修

课程考核方式与命题规范。在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方面，“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学团队”获评 2020 年湖北

高校省级教学团队。 

5.3. 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明显增强 

将项目/案例建设作为工程人才培养中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依序对接的“最后一环节”，突出项目

/案例建设基础地位，项目/案例在课程教学内容中的占比增长近三成，项目/案例在设计的规范性和开发

类型的多样性上有较大改观。由近 10 门主要编程类课程组成的《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群大力建设工

程化项目/案例库、积极推动工程化项目融入 PTA 和头歌等全国性共建共享平台，学生项目式学习和多

学科项目工程实践得到推行。 

5.4. 项目/案例建设实践应用成绩凸显 

近年来学生在“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等高

水平学科竞赛斩获全国总决赛一二三等奖 200 余项，学生团队 4 次获得高水平学科竞赛“中国高校计算

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全国团队三等奖，最近七届连续荣获“蓝桥杯”全国总决赛“优胜学校”。

大学生学科竞赛不但提升学生的知识与技术，更有效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与软实力，达到以赛促学、促

教，教、学、赛相长。 

6. 结语 

根据新工科建设和工程教育全方位深层次变革的新形势、新要求，探索新工科、专业、课程建设相

关热点中的新问题、新规律，将计算机类工程人才培养推向新工科卓越人才培养新的阶段，基于 OBE 教

育理念，开展卓越型工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专业、课程、项目/案例三维协同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

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新的成果，探寻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财经高校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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