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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卓越人才培养的软件工程专业多元化实践平台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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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是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针对软件工程专业卓越人才培养现状及不足，

本文构建了基于卓越人才培养的软件工程专业多元化实践平台，将学生岗位训练分步嵌入到多元化实践平台对应环节

中，实现企业应用能力实践和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实践培养的针对性和系统性，凸显卓越软件人

才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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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bilities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are the core objectives of training talented engineers.
Aiming at the existing situation and shortage of the excellent talent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a software engineering 
diversification practice platform based on excellent talents training is constructed,which embeds the post training of students 
into the corresponding links in diversification practice platform step by step,to realize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to improve the systemic pertinence of practice 
training,and to highligh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xcellent softwar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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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目前，工程教育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持续改革的重心

工作。从“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的角度来看，可将国外工

程人才培养模式分为两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协

议》成员模式，二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模

式[1]。但无论哪种培养模式，其实都是着眼于实践环节。在教

学计划中有预见性地对学生实施工程综合训练；在课堂教学

中通过阶段性验证实验、独立设置课程设计实验或应用性实训

项目等实践教学模式引入工程应用问题；最后，通过学生在企

业深度实践来强化工程教育。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自2011年教育部提出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来[2]，国内高校掀起了开展

了“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热潮，如文献[3]基于培养目标和培

养原则,制定了相应的课程体系，通过改革管理措施和评估方

法,实现“卓越工程师培养”；文献[4]探讨了实施卓越工程师

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献[5]从工程教育方面浅析了

地方高校培养“卓越工程师”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文献

[6]以安徽财经大学计算机专业为例，针对“卓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实践过程,讨论了组织机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教

师配备、专业实验室环境和真实工程实施体验等因素对人才

培养质量的影响及建议。

在“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浪潮中，基于软件工程专业的

实践教育探讨成为热门话题[7-10]。文献[7]—文献[8]针对软件工

程专业，探索了卓越计划的课程实践教学模式和体系；文献

[9]—文献[10]基于卓越人才培养，探讨了如何构建多元化的实

践教学平台。本文针对我校软件工程专业卓越人才培养的现

状及不足，构建多元化的实践平台。

2  卓越人才培养现状及不足(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hortage of the excellent talents)

我校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为背景，提出了以

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建立“高校—行业(企业)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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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重点加强高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同制定培养目

标，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织教学

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基地，探索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卓越

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校软件工程专业分为两个方向。一

是软件设计方向，二是软件测试方向。在实际的教学与实践

过程中，其教学大纲与实践计划相似；虽设置了校内外相结

合的实践环节，但其仍存在不足：

一方面，实践平台单一。即主要是学生在企业中进行应

用能力实践，而缺少学生在科学研究中进行创新意识培养的

实践。

另一方面，实践岗位的针对性不够。即安排到企业实践

的任务比较笼统，缺乏对软件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实

施、软件测试和软件项目管理等行业岗位的针对性训练。

3  多元化实践平台建设方案(The construction plan
    of diversified practice platform)

(1)建设目标

基于卓越工程人才的培养目标，以我校软件工程专业

为例，建设多元化的学生实践平台，即以“培养卓越工程人

才”为目标，结合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模式特点、学生学习创

新特点和校内外实习实训特点，建立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应

用与创新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多方位、多视野的学

生实践平台。

(2)建设措施

针对软件工程专业的特点，研究建设基于卓越人才培养

的多元化实践平台，该平台的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多元化实践平台

Fig.1 The diversified practice platform

首先，建设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的软平台

培养实践创新能力需要一套完整的、符合学生特点的教

学计划。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首

先，培养学生实践创新意识；其次，传授创新知识；最后，

训练实践能力。该软平台的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的软平台

Fig.2 The soft platform for training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①培养实践创新意识主要是在课堂上借助研究型教学、

引领型讲座和开放型讨论等多样性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

实践创新意识。与此同时,打破传统实践教学环节中跟随课本

走的常规做法，倡导学生独立设计实验内容,达到实践创新意

识在巩固理论知识过程中得到潜意识培养的目的。

②实践创新知识的传授主要采取课内和课外两种形式。

课内的传授以引导教学为主，课外采取专家启发报告为主。

课内的传授需要满足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要求，且有一定

时间限制,学生很难从教师那里系统地接收全部的实践创新知

识。课外专家的启发报告能够有效地补充课内存在的不足，

比如实践教育专家在讲解技巧、模式和方法时，还应另外分

享一些实践经验和案例等。

③实践创新能力训练主要通过一些虚拟仿真渠道来达

到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实践创新能力训练要求。如基于软

件设计的专业竞赛、大学生“挑战杯”竞赛、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比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大学生创新实验平台、

“互联网＋”项目和众创空间等多种形式。

其次，建设多功能学生实践的硬平台。

根据实现卓越人才实践创新能力的意识、知识与训练的

软平台,必须构建一个多功能实践的硬平台,从课内与课外相

结合、应用与创新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多方位、多

视野的角度设计建设每个实践单元，建立学生实践环节与行

业能力之间的一一映射关系。多功能学生实践的硬平台的框

架如图3所示。

 

图3 多功能学生实践的硬平台

Fig.3 The hard platform for multi-functional student practice

①校内实践单元建设

实验教学环节是在校内开展理论教学时，有些原理、概

念、方法和算法需要及时进行验证而设计的一种实践教学方

式。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同步，知识上应

具有系统性，实验技能上需具有连贯性。同时，应加强学生

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达到优化实验教学体系和

改进实验手段及方法的目的。

课程设计环节是在校内开展理论学习之后，在学生具备

相应系统知识的基础上而设计的一种实践教学方式。在设计

时需要充分考虑实验教学环节的内容，将离散的实验内容通

过课程设计综合起来，使实验教学环节与课程设计环节实现

无缝衔接，让学生能循序渐进地提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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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教学实习环节是学生学习完所有的基础课程之后而

设计的一种实践教学方式。学生通过扮演实践指导老师、校

园网络管理员、数据处理人员等角色来训练自己的综合应用

能力。

师生“学研”结合模式是把教师的科研项目打造成学生

实践的场地，学生帮助教师完成科研基础工作，如科研项目

平台或软件开发编码、测试等。这可以让学生接触软件开发

和项目管理的全过程。

在校内实践单元中，重点安排软件需求分析和软件设计

等岗位的针对性训练。

②校外实践单元建设

校外实践单元建设主要是学校根据行业发展需求，与地

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深度融合，共同建立实践基地；或与软

件开发企业联合办学，共同制定满足社会行业岗位需求的人

才培养目标和方案，实现课内理论知识与行业岗位能力的映

射，课内实践能力与产品孵化的映射。校外实践单元建设能

避免教学的盲目性，达到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的目的。

在校外实践单元中，重点安排软件实施、软件测试、软

件项目管理等岗位的针对性训练。

最后，建设实践创新平台的辅助环境。

建设实践创新平台的辅助环境就是要为培养大学生实践

创新能力建立良好的系统训练环境。除了大量实验实践平台

硬件环境的建设投入以外,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政策等软

环境。仅仅是专业训练很可能导致学生目标短浅，实践创新

意识狭隘化。所以，需要通过如图4所示的途径来形成实践创

新的辅助环境,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有追逐感、方向感、归属

感、成就感和安全感，以使多元化实践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图4 辅助环境建设

Fig.4 The construction of auxiliary environment

①营造氛围：通过宣传学长的成功实践案例，让学生产

生追逐感。

②专业建设：专业建设中体现多元化实践方案，让学生

有方向感。

③团队建设：在实践时编制应用研究团队，让学生有归

属感。

④专业竞赛：通过开展多种专业技能竞赛，让学生有成

就感。

⑤政策保障：对实践过程提供政策保障，有经费支持，

让学生有安全感。

4   结论(Conclusion)
我校软件工程专业有软件设计和软件测试方向。在实际

的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其教学大纲与实践计划基本一致，涉

及的培养方案很笼统，加之平时未能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意

识，在实践过程中学生缺乏针对性训练，致使学生步入社会

难显“卓越”优势。通过多元化的实践平台，将上述岗位训

练分步嵌入到实践平台的相应环节中，实现针对性的训练，

体现学生实践培养的系统性，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突显“卓

越”能力，增强竞争能力。

基于卓越人才培养的软件工程专业多元化实践平台具有

如下优点：首先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实践教学体系，融入了师

生“学研”互动实践的培养模式。即在提供学生在企业中进

行应用能力实践机会的同时，还提供学生在科学研究中进行

创新意识培养的实践机会。其次拓展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

校外相互支撑与协调的多元化实践模式，主要体现在针对软

件研发的各个岗位设计实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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