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职业教育星级专业评估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自评报告 
 

 

 

 

 

 

 

 

 

 

 

 

2022 年 12 月 30 日 

 

 



一、 专业群概况 

1. 系部概况 

计算机系成立于 2012 年。目前设有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大数据技术、工业软

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云计算技术应用等 6 个 3 年制专科专业。毕业生 10 届，毕业

学生 4000 余人，在校生 3100 余人。 

计算机系现有专任教师 124 人，教师中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20 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教师 38 人，其中博士 5 人。双师素质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 90%以上。 

计算机专业群与格微公司共同建设有 1 个集教学、生产、培训于一体的多功能校内实训

中心。该中心总共 3200 平，可同时容纳 500 人使用。计算机专业群还设有程序设计、网站

开发、移动应用开发、网络运维、系统运维、安全运维、人工智能、大数据开发、平面设计、

视频剪辑等 10 多个实训室。另外拥有数字生态校园、专业技能训练平台、专题情况（大数

据图谱）平台等 3 个实训平台。 

计算机系与格微公司、比特能公司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办学，订制、定向培养工业互联网、

信息化、数字化应用人才，合作承接省、市工业互联网服务项目，与辽宁省百余家企业建立

了校企合作关系。 

计算机专业群 2018 年获批“辽宁省高水平特色专业群“，2020 年获批”辽宁省兴辽卓越

专业群“。其中，大数据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专业均是辽宁省现代学徒制示范

专业，其中软件技术专业是省“订单、订制、定向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2. 专业概况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与计算机系一同成立，2012 年至今约毕业 1500 名学生，当前在校

生 1039 人。2018 年至 2022 年，招生情况如下，年均招生约 233 人。 



 

图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018 至 2022 年招生情况 

 

图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019 至 2022 年就业情况 

2019 年至 2022 年，就业情况如上，年均就业率为 91.34%。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就业率

略微下降。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014 年获批省“对接产业集群示范专业”，2018 年获批省“高水平

特色专业群”核心专业，2020 年获批省“兴辽卓越专业群”核心专业，2021 年获批省“现代学

徒制示范专业”。 

 

二、 专业建设工作基本情况 

1. 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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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有公开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符合学校定位且充分反应了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的特色，能较好满足社会需求。随着“数字中国“、”数字辽宁 制造强省“等国家

省市战略发布，各级各类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均开启了数字化转型步伐。社会对数字化

专业人才和数字化应用人才的需求逐渐上升。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所传授的软件系统界面设

计、中小型 WEB 系统开发、网络与系统运维、视频剪辑等知识技术，恰是数字化专业人才

与数字化应用人才需要掌握的核心知识与技能。 

本专业面向互联网与信息技术行业用户界面设计、用户体验设计、系统运维、网络运维、

网站开发等岗位，培养具有用户需求分析、软件系统界面原型设计、需求文档撰写、Linux 与

Windows 操作系统运维、网络设备管理与运维、主流应用系统部署安装配置运维、中小型网

页前后端开发等专业技能，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文

化水平，良好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就业意识与

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 

学校建立了培养目标定期修订制度，每年与格微公司一同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成立专业建

设委员会，共同调查、研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2. 师资队伍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现有在校生 1039 人，专业教师 39 人，专业生师比 26:1。39 名专

业教师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13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讲师 14 人，助教 11 人。副高级教

师比例 41%。双师型教师 32 人，占 82%。 

3. 课程体系 

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课与实践课。专业课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与专业拓

展课三大类。实践课主要有实训课、实习课。 

专业课也分为两大职业方向，分别是 UX 设计方向与运维方向，前者面向文化传媒、创

意设计类岗位，后者面向信息技术服务类岗位，均面向工业互联网行业企业。学生在大一下

学期时根据自身情况与兴趣爱好选择某一个方向深入学习。 

专业课均为与格微公司工程师合作开发的产教融合式课程，教学方法多采用任务驱动式、

案例式、项目式、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 

专业课注重“岗课赛证”融通，衔接 1+X 证书、软考以及社会认可度与含金量高的证书，

与职业技能大赛紧密结合。 

专业课程均开展课程思政改革，融入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工匠精神等内容，培养高素



质职业技能人才。详细课程设置参见人才培养方案。 

4. 教学基本条件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拥有计算机组装维护、办公软件应用、网络管理、网站开发、音视

频处理、移动应用开发、云服务器管理、企业实训等 10 间实训室，面积约 3900 多平方米，

共有计算设备 1114 台，网络设备 118 台，实训平台软件 3 套。 

 

5. 专业建设成效 

（1） 学生就业情况 

 

图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019 至 2022 年就业情况 

 

（2） 学生获奖情况（部分） 

2015 年辽宁省职业技能大赛，嵌入式产品开发赛项，白斌等，一等奖 

2019 年辽宁省职业技能大赛，云计算应用技术赛项，邵远地，三等奖 

 

（3） 教师获奖与荣誉情况 

2019 年，夏大伟，辽宁省优秀教师 

2022 年，李星华，辽宁省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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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成果奖情况 

  年份 奖项 成  果  名  称 成果完成人 

2020 二等奖 
新工科背景下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 

曲长城、赵佳、张桂平、徐立军、于怡

菲、赵小川、王立力、李贺、陈倩、李

萍 

2020 二等奖 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项目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夏大伟、张桂平、蔡放、刘伟松、王立

力、赵佳、谷峰、陈建军、刘虹池、吴

驰、满毅、黄雷鸣、王名轩、岳增光 

2018 二等奖 
基于大数据面向产教融合的智能化生态教学平

台——“酷课网” 

张桂平 田晓光 陈建军 王立力 刘健 张

利芳 谷峰 

2018 三等奖 民办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研究报告 
尹晓庆 田晓光 李依耘 陈建军 耿春玲 

李阳 

2014 二等奖 
因感恩而成长,因爱国而高尚— 以一封家书感

恩教育为载体创新大学生德育 

张桂平、刘建、田晓光、钟华、张利

芳、林宗奎、闫冬、罗建、王思杰 

2014 三等奖 计算机专业分阶段可控考核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田晓光、赵淑岩、尹晓庆、黄雷鸣、王

作彤 谷峰、李星华、曹玲玲 

 

（5） 教研教改课题情况 

年份 课题名称 组织单位 状态 

2016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毕业实习与企业岗位能力对接实

践研究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完成 

2016 高职计算机专业群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完成 

2021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高职计算机专业人

才能力培养平台建设与研究 

辽宁省教育厅 在研 

 

（6） 技术服务项目情况 

年份 课题名称 委托方 状态 资金 

2020 融合发展‘新工科’人才实训服务平台 工信部 完成 200 万 

2020 链上辽宁产业地图与生产要素服务平台 辽宁省工信厅 完成 500 万 

2018 沈阳市三合一公共服务平台 沈阳市经信委 完成 1900 万 

 

 



（7） 科研课题情况 

 

 

三、 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 高素质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还有优化空间 

1.1 存在的问题 

尽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与格微软件产教深度融合，企业工程师进入课堂给学生讲课，

指导学生参加实训、竞赛，专业教师与格微工程师一并研发了数个提高技能训练效果的技能

训练与实训平台，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但高素质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效果还未带到

预期，存在优化空间。主要问题有三，首先，学苗起点较低，学习动力不足，未养成良好学

习习惯，因此培养效果未达预期；其次，企业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能力不足；最后，课程资源

与学生适应能力匹配度还需提高。 

 

1.2 原因分析 

由于历史和学费的双重原因，民办高职的吸引力比公办稍弱，因此学苗起点较低，很多

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与兴趣。其次，本专业师资队伍中，企业双师型教师比重较大，企

业双师型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与项目经验丰富，但是在教学上经验不足。尽管企业双师型教

师都经过省教师培训和考核，但教学能力是一项需要时间练习并不断总结反思才能不断提升

的。最后课程资源是从教师视角开发的，计算机技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思维技能，抽象程度

较高，因此学生理解困难。 

 

1.3 改进措施 



将学生工作、课程、教学三者融合考虑开展教学改革，从三个维度帮助更多学生明确三

年学习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动力。对企业双师型教师开展持续的教学技能培训与指导，

帮助提升教学能力。最后对当前的课程资源进行进一步升级，对学生理解困难的教学资源增

加易于理解的案例与资源。另外，并不是所有课程设计的技能训练都有了平台的支持，还需

要持续完善升级专业技能训练平台，如：数据库管理技能、Linux 管理技能等。 

 

2. 师资队伍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1 存在的问题 

由于近几年招生人数逐年上涨，教师人数堪堪跟上学生人数的增长。其次师资队伍支撑

结构中高级职称与中级职称教师数量偏少，年龄结构中青年教师占多数，中年偏少。其次，

团队的科研实力、工程实践实力较强，但教学能力相较来说偏弱，尤其是针对职业教育的学

生，需要采用适合的教学方法。 

 

1.2 原因分析 

尽管一直在开展教师招聘引进工作，但效果未达到预期。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业互联网行

业，UX 设计、软件开发、网络与系统运维等岗位薪资待遇较高。其次，尽管每年都支持教

师参加各类培训，提升专业能力与教学能力。但是职业教育应该采用的教学方法均是较新的

方法，与传统教学方式大为不同，教师接受以及实践总结提升需要过程。 

1.3 改进措施 

继续提高专业教师待遇，招聘引进行业企业中有丰富实践经验与项目经历且有意愿投入

教育事业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其次，组织教学方式研讨交流会，催化加速教师教学能力的

提升，尤其是帮助教师形成一套基于任务驱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项目驱动式教学、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新教法的最佳教学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