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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行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转变不断更新升级，电子商务产生了多元新形态，对于电

商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当下高职院校培养的电商人才却未能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导致电商

企业和高职院校人才需求对接脱轨这一窘境。通过探索当前高职电商育人存在的与外部脱节、未重视学

生中心等困境，分析当前电商企业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依托OBE理念构建成果导向、全

程全员参与、循环持续改进的高职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期提高高职电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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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er needs, the e-commer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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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y is constantly updating and upgrading. E-commerce has emerged in various new forms, and 
the demand for e-commerce talents is also increasing. However, the current e-commerce talents 
cultivated b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failed to meet the employment needs of enterprises, 
leading to the dilemma of mismatching the talent needs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exploring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of disconnection from external factors 
and lack of emphasis on student centered education in e-commerce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rgent demand for composite and innovative talents in current 
e-commerce enterprises. Based on OBE education theory, a results-oriented, full particip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odel for e-commerce composite talents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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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在互联网迅速更迭的当下，电子商务行业生态也在不断更新变化。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变迁，电商行业对高职电子商务人才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

电子商务专业也随着行业和企业的用人需求，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方案，以期能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电商

人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方面缺乏系统性且实施力度不足，

导致电商人才培养质量不佳。电商企业常年缺少人才，而高职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却求职无门，这一窘

境亟待破解。因此，构建并实施切实可行的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是高职院校的

提高育人质量的现实需求也是电商企业解决人才匮乏难题的迫切诉求。鉴于此，本文以 OBE 理念为理论

指导，通过探索当下高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现状，分析新时代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构建

以让学生获得成功为目标的成果导向式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丰富电子商务育人模式、

为提高高职院校电商专业育人质量提供一定参考。 

2. 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我国高职电商人才培养存在与外部脱节，校企合作流于表面的问题。高职院校作为教育的主体，在

培养过程中虽然有考虑电商行业的发展和当地电商企业用人需求等因素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但却少有

要求企业共同参与方案制定全程，导致电商人才培养目标脱离产业经济轨道[1]，存在人才培养滞后的问

题。在开展电商专业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项目的过程中合作程度浅，偏于形式化[2]，导致学生在项目中

难以习得最新技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未能与电商企业、行业，甚至政府等建立良性的共同

育人机制。 
我国高职电商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方案中心，未考虑学生发展的问题。高职电商人才培养的最终目

的是让学生能成为拥有扎实电商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在未来工作中学以致用的电商人才。学生是人才

培养的中心[3]，但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学院和教师却仅仅只是机械地执行人才培养方案，未考虑学生的实

际需求进行调整和改进，忽视了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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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电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必要性分析 

3.1. 电商行业发展对高职电商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电子商务作为网络经济新形态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4]。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电

子商务发展越来越多元，如农村电商、跨境电商、直播电商、社团电商等等不同的电商新形态为社会大

众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然而电商人才的供给却没有跟上电商行业的多元发展。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发布的《2022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我国电商企业在主播(助理)、传统电商平台

运营、新媒体、数据分析等方面急缺人才[5]，如图 1。 
 

 
Figure 1. Urgent shortage of talents in e-commerce in China 
图 1. 我国电商企业急缺人才 

 

我国电商的多元发展对电商人才的复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分析我国紧缺的电商人才不难发现，这

些人才类别都属于复合型人才。以网红达人为例，网红达人不仅需要网络营销、客户管理等电商知识还

需要懂得自我形象管理、视频拍摄与制作、沟通与文案设计等知识与技能。电子商务所涵盖的范围越来

越广也意味着电商人才需要掌握更多的专业能力。复合型电商人才的培养是当前电商发展多元化背景下

的大势所趋，也是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所向。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也对电商人才的创新性提出了新的要求。电商行业相较传统行业发展更为日新

月异，从传统电商平台到社交内容型电商平台、从直播带货到自媒体测评，短短几年的时间电商行业就

发生了巨变，各大电商企业都建立起电商生态圈[6]。在更迭快速的电商领域中，电商行业从业人员必须

拥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否则将难以跟上电商行业的发展步伐，这对高职电商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3.2. OBE 理念与高职电商人才培养的契合性分析 

我国高职电子商务当前的人才培养难以满足电商企业的用人需求，高职原料亟待破除当前电商人才

培养困境，为社会输送更多复合型、创新型电商人才。基于对高职电商人才培养现状和社会对电商人才

新要求的分析，发现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与高职电商育人有较高的契合度，能

有效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OBE 理念由美国学者 Spady 提出，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三个要素的合成教

育理念[7]。OBE 育人模式包括自保障、内保障、外保障三个层面质量保障体系的循环，强调先明确学生

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应实现哪些职业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教育使学生符合岗位的能力需求，并在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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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过保障体系实现全程的监督与持续的改善。 
我国已有学者开展 OBE 理念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相关的研究与应用，如于斌等(2020)在 1 + X 背

景下以 OBE 理念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构建“能力递进，学创联动”高职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8]。张慧

敏等(2022)针对高职通信类专业建立基于 OBE 理念的“评价–反馈–改进”反复循环的持续机制人才培

养体系[9]。钱沉等(2021)在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中重新整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从目标体系、过程体系到教学保障体系互相促进的三维艺术设计育人体系[10]。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

现 OBE 理念在高职不同专业人才培养中已取得一定成果，可以证明 OBE 理念与高职人才培养有较高的

契合度。 
综上，以 OBE 理念为理论指导构建高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是解决当下人才培养困境的有效途

径。所以，如何在 OBE 理念的引导下构建高职电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型、复

合型电商人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4. OBE 理念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4.1. 成果导向、逆向构建的电商人才培养 

OBE 理念下的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应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以学校育人目标为契

合点，从学生应该达成的最终培养目标出发进行逆向设计。以电商专业毕业生应达到的毕业要求为关键

线索，从知识、技能、素养、能力等多方面出发，反推如何进行课程体系的建设和课程教学的设计，提

高人才培养方案的可操作性。整个模式的培养过程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中进行持续的改进，通过由下

到上的反馈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调整。OBE 理念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成果导向设

计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Achievement oriented design of e-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under the OBE educational theory 
图 2. OBE 理念下高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成果导向设计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02


卢烨晗，路利梅 
 

 

DOI: 10.12677/ve.2024.131002 12 职业教育 
 

4.1.1. OBE 理念下高职电商人才培养模式上层设计 
以成果为导向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培养目标的设计要求学院主动对电商行业进行调

研，邀请当地电商行业协会和优秀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基于多方参与制定的培养目标，

对电商专业的毕业要求进行细化设计，对通识知识与道德、专业知识与技能、实践与创新能力、职业能

力和素养模块进行子目标的制定。根据各模块的目标，按其要求进行电商课程体系的建设和课程教学模

式的设计。课程体系建设与课程教学设计间互为基础、彼此促进；课程体系建设为教学设计指明方向，

教学设计效果反馈至课程以决定课程体系和目标是否要去冗增新，以保证整体的教学质量。 

4.1.2. 高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设计 
在课程体系建设模块，电子商务专业的课程主要分为三大部分：通识课程(公共课)、专业课程和综合

实践课程，其中专业课程又分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发展方向课程等。电子商务专业的课程

交叉性强，如电子商务网站建设，该门课程除了涉及电商本专业的知识外，还涉及计算机、美工设计等

知识技能。因此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三大部分课程间的融通，还要思考与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

相结合，从科研、教学、实践、实训四个方面思考课程之间的联系，避免课程孤立与理论与实践课程相

分离的情况，引领整个课程体系紧跟时代、满足用人单位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4.1.3. 高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教学模式设计 
在课程教学设计模块，课程教学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要明确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学生

都获得成功。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性强，学院需要建立不同类别的实训室、安装仿真模拟软件等来支持教

学。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电子商务专业教师构成相对复杂，除了本专业教师外还需要计算机、艺术设

计等专业的教师参与。不同专业教师之间要彼此信息畅通，共同参与到人才培养中，对课程教学进行及

时的反馈，以进行修正和调整。电商专业教学需要引入行业或企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以保证学生学习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企业用人需求相匹配。在教学活动中，要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

全方面的监督和评价。OBE 理念下的教学设计必须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导向，从学生 SLOs (学生学习成

果)为基准来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与反馈。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各个部分是彼此相互联系，共同促进教

学活动持续改进，及时的反馈和正确的评价使整个教学活动的质量呈现螺旋式上升。 

4.2. 全程管理、全员参与的电商人才培养 

将 OBE 教育理念与 PDCA、TQM 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以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为核心，通过全员

参与实现高职电商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见图 3。 
OBE 教育理念强调通过学生 SLOs 带动课程活动的实施与学生学习质量的评价，与 PDCA (戴明环)、

TQM (全面质量管理)理念一致。高职电商人才培养的 PDCA 中计划(Plan)指高职院校根据社会需求和电

商行业发展情况，预期学生在毕业时要取得的 SLOs 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与方案；实施(Do)指以成果产出为

导向构建合适的电商课程体系并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帮助学生取得学习成果；检查(Check)指通

过对学生学习质量、教师教学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等多方面进行内外部的审核和测评，对学生学

习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督，并与预期成果产出进行对比；行动(Action)指通过对比、巩固现有的优秀成果，

发现当前育人模式问题，针对问题及时反馈并改进，实现整个育人模式的螺旋式上升，开启进一步的

PDCA 育人循环。高职电商人才培养的 TQM 四个核心：“全员参与”为在电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利益相

关者参与整个培养的设计、实施以及评价过程中；“消费者满意”为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学生要主动参

与并通过努力取得学习成果，达成自身的成功；“质量的持续改进”为育人质量要通过不断提高课程建

设和教学质量来实现，并以学生 SLOs 和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根据事实进行管理”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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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管理部门、教师等以学生的学习效果、合作企业的满意度等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正、改善等管理。 
 

 
Figure 3.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OBE educational theory 
图 3. OBE 理念下高职电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持续改进 

4.2.1. 全员参与的电子商务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 
全员参与的人才培养强调学院、学校、行业、企业、政府都要参与全程参与电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过程。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对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诉求进行多元考虑，设计与国内外

电商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接轨、具有地区特色、满足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 
校内培养单位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要统领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与实施。通过调查电子商务

行业就业形势、国内外优秀院校对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要求与标准等信息，结合学校整体的育人目标，

邀请多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始终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来带领学生取得

学习成果。学生要树立起为成就自我而学习的观念，在获取 SLOs 的同时积极反馈自己在学习上的想法

或提出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自身学习效果为证据来带动整个教学质量的提升。 
电商企业的参与和监督将很大程度上保证人才培养方向的正确性，确保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所学习

的并非滞后的知识与技能。行业协会作为电商企业与学校的中介桥梁，应对人才培养全过程进行监督并

且参与制定评估标准，确保学生获得成功的真实性。政府相关部门要结合当地的政策环境与经济环境，

为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4.2.2. 全程管理的电子商务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 
电商复合型人才的全程管理需要从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到学生毕业的教育教学全过程进行质量管

理。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时，学院对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参与者的专业性进行资格的审核确保方案的科

学性。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中，要在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模式设计、教学效果的反馈

等方面设置管理点。学校教务部门和学院要对整个实施过程全程监控，并且企业也要随时调查课程实施

情况以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质量管理中。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评估与检验环节是关键，需在评估标准、评估方式、参与评估的人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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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过程、评估结果等进行全方位的管理[11]。要保证标准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管理的科学性与权威性，确保

能够对电商专业高职生进行多元多维的精准评价。在评估方式上，采用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过程与结

果并重的评价方式。在评估的人员进行管理中，要确保参评人员的专业性以及其道德素养，确保每一位

参评人员评价的公平性。在评估过程与结果的管理上，要确保过程与结果的公正性，对过程进行全程监

督，公示评价结果，开通反馈申诉渠道，以保证每位学生都满意自己的学业评价结果。对电子商务专业

人才培养的整个管理都要以促进每位学生获得成功为导向，通过不断地反馈与改进，提高整个人才培养

体系的运行效果进而提高培养学生的质量。 

4.3. 内外循环、持续改进的电商人才培养 

在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理念引导下，以学生获得成功为核心动力，通过构建循环育人体系对整个电

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该循环育人体系由电商专业教学与学习质量循环、校内电商人才

培养循环、校内外联动育人循环三个 PDCA 循环构成，见图 4。循环体系之间彼此信息畅通，各环节之

间衔接流畅，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通过小循环带动大循环，实现整个育人体系的良性运转。 
 

 
Figure 4. E-commerce majo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and 
circular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OBE educational theory 
图 4. OBE 理念下高职电商专业校内校外联动循环育人体系 

4.3.1. 教学成果与质量循环 
教学成果与质量循环是整个循环体系的最内部循环，承担着确保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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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该循环目的在于保证学生是否达到能力指标，确保电商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具备相应的知识与

技能，是带动外部循环往积极上升的方向运转的基础。循环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逻辑起点，以课堂教学为

主要途径，以效果评价为促进手段。在课程安排中，学院要认识到电子商务专业与其他学科和专业的联

系，重视学生电商与其他相关技能的习得，以此进行合理课程选择。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实时更新上课内容与资源与电商发展同步。教学后教师应进行教学反思，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学

校要定期组织学生、教师、教务人员、院系以及校外利益相关者对教学质量进行多维度评价，实现评价

常态化。由于电子商务行业在知识、技术等各方面更新快，所以教学成果与质量循环的周期可以相对缩

短，可以以一个学期为整个循环大周期，以一个月或项目的一个环节为小周期对教师的教学模式进行调

整，以保证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 

4.3.2. 校内电商人才培养循环 
校内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循环以校级育人目标、学院育人目标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三级人

才培养目标体系为统领，对教学效果与质量循环起决定和导向作用。以确保学校人才培养成果，使学生

在毕业时能达到预设的知识、技能、能力、素养等方面的目标。经过统整后的三级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目

标与教学效果与质量循环结合，以毕业要求和能力指标体系为桥梁实现互通，统领复合型电商人才的培

养大方向，确保满足国家、学校对电商人才的要求，在经过国家五位一体的教育质量评价检验后形成良

性的生态循环[12]。校内电商人才培养循环周期一般为 1 年，要根据电商人才需求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

指引进行相应的调整。 

4.3.3. 校内外联动育人循环 
校内外联动育人循环重视学校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国家及社会需要、电商行业的发展、学校

特色定位对电商专业人才所需要的道德素养、专业知识和能力进行了要求。从综合层面考虑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如适应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基于对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在此基础上

进行三级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外部环境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尤其是电子商务这一日新月异的行业，

学校和院系要实时关注行业发展与变化，积极主动与外部联系以保证校外环境与外部的育人要求与校内

的育人目标和教学成果相一致。该体系的循环大周期一般为 4 年，调整依据包括电商行业较大的变化、

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用人单位的反馈评价等。学校要对注意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其就业的真实

情况如就业是否对口等，为电商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真实证据。 

5. 总结 

当前的电子商务行业需要能够突破专业和学科限制的，融合多专业、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创新型

电商人才。为回应电商企业的用人需求，通过运用 OBE 教育理念学习者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三

大要素，设计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框架与模式。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成果导向逆向设计电

商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全员全程参与管理，构建校内外循环且持续改进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以期

每位学生的都能获得自身的成功。最后，从企业、学校、院系、教师、学生等多个角度提出电子商务人

才培养的优化途径，作为 OBE 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补充与完善，提高整个人才培养过程的质量。期待能

通过该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为高职院校电商人才培养提供参考，提高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职业能

力和素养，为电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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