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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迅速发展和衡阳地区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本文对其进行深

入地研究和探讨。通过文献综述和实地调研，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分析了当前计算机类

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建议，旨在优化衡阳地区职

业院校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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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raining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engyang,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survey,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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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computer types are analyzed. On this basi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training system of com-
puter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engyang area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
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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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成为各行各业的核心竞争力所

在。而衡阳地区作为湖南省的重要城市之一，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其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

培养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因此，研究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衡阳地区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 

2.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人才需求分析 

2.1. 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与发展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兴起与发展是当代科技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随着人

工智能的发展，职业院校教育受到了深刻影响。首先，AI 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将促使职业院校调整教

学理念、方式、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推动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其次，AI 技术的发展为学校提

供了智慧化管理工具，支持教师科学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AI 技术平台能够提供可靠的数据分析，帮助

教师了解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并促进教学资源共享。此外，借助 VR/AR 技术，

学校可以实现虚拟环境下的实训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在人工智能新时代，职业院校

需要改革传统教育模式，更新人才培养方案，增强教育的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对智能技术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2]。 

2.2. 人工智能对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特点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 2025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 950 万人[3]。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的巨大进步，人工

智能在社会各个领域获得蓬勃发展。针对目前职业院校发展分析，以人为本的理念型人才、智能化人才

以及复合型人才成为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方向[4]。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结

构如图 1 所示。 
人工智能已经在许多领域展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保健、金融、零售、交通、制造

业、农业、教育和 IT 等。智能医疗机器人替代了医院的护理工作，智能语音机器人取代了商场的服务员，

智能机器人承担了家庭的家务活。在无人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智慧养老、智慧农业等领域，人

工智能的应用正在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为这些领域带来了效率提升、成本降低和创新等好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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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mand structure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图 1. 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结构 

 
因此，具备“人工智能 + 专业”知识技能的智能化人才将成为未来科技企业争夺的对象。为了适应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我国出台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战略。国家不仅需要理论研究型人才，

还需要理论和实践型人才，尤其需要精通“人工智能 + X”复合型人才，其中 X 代表其他专业领域。 
教育在提供人才支持和实现科学研究突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职业院校在人工智能时代下

培养复合型人才将显得至关重要。 

3. 衡阳地区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目前，衡阳地区的职业院校有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湖南财经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商职业学院、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技师学院和衡阳科技职业学院等，

通过走访各个学校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各职业院校的计算机类专业发展和建设情况，总结得出目前衡阳

地区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

学校办学理念与实践、教师队伍质量、产学合作等方面。 

3.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支持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企业对计算机类人才的需求程度和结构。目前，衡阳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对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有限，高科技企业和信息技术行业规模较小。同时地方政府、教育部

门给予职业院校的政策和财政支持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以促进人才培养工作的快速开展。 

3.2. 专业、课程与教学设置 

因为对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需求涉及到各行各业，所以对毕业生的数量需求较多。为了满足不断发

展的社会需要和行业需求，计算机类专业作为热门专业被职业院校普遍开设。衡阳位于我国的中南部地

区，跟沿海地区相比，技术更新较慢。通过对几所高职院校的调研发现： 
1) 各院校都有开设计算机类相关专业，课程设置根据自身条件和调研每年会相应更新。 
2) 教学内容可能偏向理论性较多，而在实践性和应用性方面有所不足。 
3) 教学管理、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智能化有待提高，缺乏与行业需求和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更新内容。 

3.3. 师资队伍建设 

近年来，职业院校规模的扩大和学生人数的增加，师资力量的不足已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

问题之一。教师数量不足，特别是计算机专业教师严重匮乏。据《2022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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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6]，全国 1301 所高职院校中，约有 18%的学校生师比未达标，尤其是对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衡阳而

言，这一情况更为突出。通过对衡阳几所职业院校实地调研发现： 
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可能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水平差异，部分教师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教学经验，

能够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但也可能存在一些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 

3.4. 产学合作与产业对接 

衡阳地区职业院校的产学合作与产业对接存在一定程度的积极性和成效，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

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渠道有限、合作项目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企业需求与教育资源的匹配度不高等问题。

因此，进一步加强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与对接，促进双方深度融合，将有助于推动地区产业的升级和人

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同时，对于衡阳地区职业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更多的是走向沿海地区就业，而就业市场对毕业生的需

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存在一定的脱节，导致毕业生就业难度较大。 

4. 优化衡阳地区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衡阳地区职业院校，针对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职业院校面临着培养更多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挑战，以缓解人才供需矛盾。为了响应国家“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理

念，结合各类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相关的参考文献，对衡阳地区在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方

面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议： 
1)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根据 IT 企业的需求和 AI 技术，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确保学生学习的技能和知识符合行业

要求。 
(2)树立职业意识 
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和实践项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和就业导向，增强他们的职业意识。 
3) 培养职业技能 
重点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实践教学和项目实践，提升学生的实际应用

能力。 
4) 养成职业行为习惯 
借助 VR/AR 技术，通过模拟实训和实践项目，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

其职场适应能力。 
5) 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 
建立校企合作机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项目和科研合作，促进产学研结合，使教学更贴近实际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构建了一平台着力、二主体参与、三课堂联动、四目标发展的四段式分层的职业院

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7]。 

4.1. 一平台着力，增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学生能力和素养 

针对目前衡阳的几所职业院校，本着资源共享的原则，我们建立一个衡阳地区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平

台，这个平台包括师资培养和学生培养两个子平台，结构如图 2 所示。师资培养子平台帮助对接行业需

求，制定适合专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并提升教师实践技能和能力，以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

结合。学生培养子平台帮助学生引领行业思想、规划职业目标、完善专业课程和提升自身综合素养。一

步步从职业认知到生涯规划，到职前准备，再到职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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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One Platform” structural diagram of computer profes-
sionals in Hengyang area 
图 2. 衡阳地区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一平台”结构图 

4.2. 二主体参与，加强学生和教师的合作与指导 

二主体参与指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人才培养体系，各自承担不同角色并相互配合，形成闭环推动培

养质量提升[8]。教师负责构建课程体系，采用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案例主导的教学模式，并考虑职业

资格考试、技能竞赛等要求，同时通过师资培养子平台提升实践能力。学生则对培养体系进行监督评价，

并提供数据支持改进措施。 

4.3. 三课堂联动，强化课程更新与实践教学 

三课堂联动指职业能力培育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包括严抓教学质量、培育职业特色和塑造学校

特色。第一课堂注重教学质量，第二课堂培育职业特色，第三课堂塑造学校特色，三者在空间上并存、

时间上交叉，侧重点不同，结构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three classrooms” structural diagram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s in Hengyang area 
图 3. 衡阳地区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三课堂”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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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四目标发展，推进学科交叉与创新人才培养 

四目标发展是指为了培养能胜任计算机岗位要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职业院校以就业岗位为基本

导向，以职业能力为主要核心，提出“课岗赛证”融合教学体系，以增强学生的核心竞争能力。 
1) 以就业岗位为导向 
调整和设置计算机类专业，确保与工作岗位需求相符，培养出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 
2) 以职业技能证书为引领 
构建“课岗赛证”融合教学体系，将职业技能证书与专业课程教学体系相互衔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3) 以职业技能大赛为契机 
积极开展工学结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参与职业技能大赛，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学校实训与企业

岗位的无缝对接，以此改革教学体系，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9]。 
探索“课岗赛证”融合教学体系旨在实现教育部对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更好地培养专业人才。职

业院校应以职业技能大赛为教学体系改革契机，利用竞赛促进教学，强化学生技能，以此培养符合社会

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5. 结论 

本文在分析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探讨了衡阳地区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现状及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希望能够为衡阳地区职业院校优化计算机类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更多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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