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2), 5636-564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857   

文章引用: 吕白, 姜苑, 陈海宁, 王为东. 科教兴国战略下新商科数智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教育进展, 2022, 
12(12): 5636-5641. DOI: 10.12677/ae.2022.1212857 

 
 

科教兴国战略下新商科数智化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 

吕  白，姜  苑，陈海宁，王为东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0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22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9日 

 
 

 
摘  要 

在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商科人才培养的量和质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本文从轻视应

用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标准与市场用人要求脱节、跨学科融合阻力大、国际化视野不足等角度分析了

传统商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提炼数智化人才的内涵并构建新商科人才的培养标准；从更新教学理念、重

构教学模式、融合教学内容、配置教学资源四个角度探讨了新商科数智化人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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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for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de-
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put forward new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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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quality of business talents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in terms of neglecting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disconne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standards and market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high resistance to interdisciplinary in-
tegration, and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n, based on the revision of the new busi-
ness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talent standard, the new business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s discussed in four aspects: updating teaching philosophy, reconstructing teach-
ing mode, integrat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alloc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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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做出了专章部署，指出新时代

教育工作和科技创新工作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指出，截至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39.8%，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

的主要引擎之一[2]。飞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人才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过程中，急需一大批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具

备数字化知识结构和数字化动手能力的人才，这对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量和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新商科的概念、内涵和路径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启动后多次被深入细致地探讨。

新商科是以数字经济为背景，打破传统管理学和经济学学科壁垒，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方法和应用作为

商科教学改革的融入点，从而落实“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要求，融合现代技术的跨学科复合型商科

[3]。 
新商科应用领域的数智化是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有机结合。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

提供新的收入和价值创造机会，这是一个向数字业务转移的过程[4]；智能化，是基于计算机网络、大数

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改善客户体验，提高搜索效率，

甚至产生新的商业模式[5]。数智化人才则是指在数智化经济时代，具有全球视野和数字商业价值观、能

掌握运用数字商业规律、知识技能跨界复合、多种思维交叉融合、智商情商双高、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等

鲜明特征的复合型人才。 

2. 传统商科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轻视应用和实践教学 

在高等教育评价唯论文、唯项目、唯奖项、唯职称、唯帽子的“五唯”体系影响下传统商科教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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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论教学和学术研究，具体表现为：重宏观、轻微观；重国家政策，轻企业决策；重价值判断，轻实

证分析。在日常的工作中，商科人才面对的是各种复杂而具体的个案，需要的是综合素质，只有经过大

量的案例分析和实践操作，才能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仅仅依靠和局限于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无法成为

一个合格的商科人才。 

2.2. 人才培养标准与市场用人要求脱节 

商科教育要求有非常明确的市场导向，学科、专业甚至课程的设置都与市场需求紧密相关。数字经

济背景下，市场变化非常迅速，新知识和新理论不断涌现，学校需要根据市场状况随时调整自己的专业

设置与讲授课程，并对未来状况做出相应预测，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商科教育是市场导向的。传

统商科教学学科调整步伐较慢，理论知识陈旧，难以满足市场变化的需要，甚至经常出现与市场需求脱

节的情况，不利于商科人才的培养。 

2.3. 跨学科融合阻力大 

商科学生需要具备的完整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综合的实践创新素养培养，这就要求打破现有的课程教

学的专业和学科质检界限和壁垒，搭建跨学科融合教学平台。目前高校院系基本上是以一级学科为基础

建设的，联合不同学科利益主体进行跨学科联合人才培养需要较大的交易成本，内部阻力复杂且强大[6]。
学校对于跨学科合作的评价、激励政策尚不明确，教学科研人员对于开展跨学科合作的前景预期还不够

清晰；现行的基于院系的资源分配方式，使得跨学科合作团队利益难以得到体现；学校与院系对学科交

叉的认识难以一致，院系之间对于学科交叉的重视程度也难以一致；院系岗位设置及任职基本条件主要

从学科出发，基本很难考虑交叉学科。 

2.4. 国际化视野不足 

随着经济国际化高度发展，高校商科教育的国际化也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2020 年 6 月，教育部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要求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

际竞争力，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商科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能够适合现

代商业竞争的商业人才，因此其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的创新性、开放性就变得非常重要。虽然近些年，

已经派出大量高校教师通过访问、研修、会议等形式，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但是基本以科研交流为主要

内容，很少有项目是安排到国际商务实践前沿去深入调研和学习，这就造成了商业教育的国际化视野不

足。 

3. 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 

3.1. 修订人才标准 

在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迭代升级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各大领域被

广泛运用，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迸发，推动着传统职业的不断变迁。新商科人才标准的修订应充分考

虑信息化广泛应用下应运而生的新就业岗位和职业的需要，如下图 1 所示，培养“专业+、技术+、创业+”
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数智化人才[7]。 

3.2. 更新教学理念 

传统商科遵循的“三中心”教学理念是以课堂为中心，课堂是最有效的教学环境；以教师为中心，

以教师讲授为基本教学形式；以知识为中心，让学生理解和记住知识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新商科数智化

人才的培养要求教学理念的价值取向转变为实用主义和改造主义，强调功效，要求学生学完之后要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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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培养学生关心和推动社会变革。从而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以

学习为基本逻辑展开教学，促使学生主动学习，亲身实践，不仅要在“听中学”，更要在“做中学”。

学生是自主的行动者和实践者，从中获得能力(技术、方法等)、态度、精神、信念的全面提升。 
 

 

Figure 1. New business digital intelligence talents standard 
图 1. 新商科人才标准 

3.3. 重构教学模式 

“学习金字塔”理论(如下图 2)的最早提出者埃德加·戴尔认为，学习效果在 30%以下的传统学习方

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而学习效果在 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新

商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打破传统的以课堂、教师、知识为中心的传授式教学模式[8]，重构以学生学

习、学生发展、学习效果为中心的“学生中心、问题导向、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强调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学生的需求，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目的。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在

强烈的任务动机驱动下，学生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组建自己的学习团队，朝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在

探索中学习，不断获得成就感，在协作中互补，在实践中成长，培养探索创新能力。 

3.4. 融合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上，需要结合新商科数智化人才应用型、文理融合以及国际化培养的需要，以利用数智

时代新技术和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抓手，打通大经管学科平台，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打造文理融

合的新商科教学内容体系，积极探索与人文和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创新，整合优质教学资源，推动课

程思政建设和课堂教学革命，打通专业基础知识壁垒，实行人才大类培养。将课程思政融入商科专业教

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非商科课程融于商科教育，进行跨学科联合培养；将智能产业链与商科

教育链有机衔接，对接产业需求；将创新创业教育融于专业教育，实现全过程协同育人。根据用户思维、

跨界思维和平台思维，培养出具有高尚品格、宽厚修养、跨界思维、集成能力和多元发展的复合型一流

新商科数智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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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缅因州国家训练实验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Figure 2. Learning Pyramid 
图 2. 学习金字塔 

3.5. 配置教学资源 

基于新商科对人才要求的复合型，就需要构筑一个学科、实践、产教、科教四方面融通的平台来整

合教学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平台设计要考虑产业、业态、模式的变革，对接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使之

成为产、教、学、研一体化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平台。考虑人才构成和梯队，培养跨学科师资的同时广

泛邀请和吸收外部专家和成员，设立互利合作机制和评价机制。同时打造数智化的教学硬件环境，建设

智慧教室、购置智能化教学和竞赛设备来保障平台运行效率。广泛开拓各类型的校外调研和实践基地，

让合作并不止于挂牌，而是安排学生周期性地在不同基地轮岗实训，让所学知识能快速在实践中使用，

在实践中查找知识结构的短板，再回到校园后提升。通过“引企入教”推进“产教融合”课堂革命、“产

业对接”构建“动态优化”教学资源，进一步提升了学校教育现代化与新型化，推动新商科的建设与发

展。 
 

 
Figure 3. Talent cultivating mode 
图 3. 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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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

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9]。新商科应在“专业成才、素质成人”的人才培

养理念和“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目标下提炼数智化人才的内涵并构建新商科人才的培

养标准，从更新教学理念、重构教学模式、融合教学内容、配置教学资源四个角度构建新商科数智化人

才的培养模式(见图 3)。从而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

化新商科数智化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加快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互动网络，为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人

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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