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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指导是高职院校的教学原则。在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开发计算机相关专

业的项目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课程开发为中心，从开发的方法、决策的制定、目标的开发、课程的模式、

结构的开发、内容的开发、内容的组织等方面对项目课程开发技术中的系列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以《计算机网络

工程》专业为例，从课程方案设计、课程标准设计、教材开发、课程评价等方面详细说明了项目课程开发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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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actice the market-oriented and employment-oriented teaching principle.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the curriculum of computer-
related majors.Focusing on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tents in the development techniques 
of project curriculum,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method,the decision making,the goal development,the curriculum model,the 
structure development,the content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ent organization.Taking the Computer Network Engineering 
major as an example,the pap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key a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such 
as the curriculum scheme,the curriculum standards,the teach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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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计算机作为信息时代的一大支柱，随着计算机参与社会

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作为支持计算机运行的相关应用性技

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并表现出了更新换代快的特点，对应

的计算机类专业也成为了知识更新较快的一门应用性学科。

开发适用于计算机类专业的项目课程，提高计算机类专业学

生的职业技能、信息素养和发展潜质，是当前职业教育建设

体系中的首要任务。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是计算机专业中最

为热门的一个分支方向，面对高等学校的本科、研究生层次

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激烈竞争，开发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计

算机网络工程学科课程，提升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是当

前的关键任务。

2  项目课程开发技术概述(Overview of projec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chnology)
2.1   开发方法

课程开发具有一定的规律，主要包括规划专业设置、确

定课程目标、筛选课程内容、组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五个

部分。在当前的课程开发中，具有极强操作性的“十步法”

应用极为广泛。在这十个开发环节中主要包括开发决策环

节、目标开发、课程门类开发、结构开发、内容开发、内容

组织、教学模式选择、课程实施环境、评价方法及改革[1]。我

校将采用“十步法”对计算机网络工程项目进行课程开发，

以提升我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凸显我校的教学特色。

2.2   决策制定

2.2.1   决策依据

课程开发决策是高职院校根据市场情况，对新专业开发

或旧专业改造做出决定的过程[2]。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应根

据以下几项内容制定课程开发的决策：市场用工变化情况、

专业开发获得的预期效益、学校自身的情况(硬件设施配备情

况、师资配备情况及其他软件设施)、同类学校课程发展状

况、课程对学生的要求以及国家职业资格认证情况等。

2.2.2   决策步骤

课程开发决策制定时应严格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对

市场进行分析，如国家或地方的政策导向、人口环境情况、

经济发展情况、技术发展情况、竞争环境等；其次，选择目

标市场，在市场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对比分析，选择具

有潜力的市场作为课程发展的目标；再次，市场定位，高职

院校通过对定位因素的分析，选择合适的竞争优势和定位战

略；最后，结构优化。制定课程开发方案，对各方案进行对

比评价，选择最优方案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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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决策方法

决策过程一般多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通过调查问卷、走访、网络搜索等多种形式获得课程开

发决策所需要的数据，以便于为后期课程发开方案的制定和

优化提供参考。定量分析法多借助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的辅

助；而定性分析则是利用专家或集体的智慧、经验、能力等

进行课程开发决策，如头脑风暴法、认知冲突法、征询法、

提喻法、方案前提分析法、德尔斐法、列明小组法等均为常

用的定性分析法。

2.3   课程目标开发

2.3.1   项目课程目标特点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的目标主要包括三类：专业培养目

标、单门课程培养目标以及教学单元培养目标，三个目标互

相联系，不可分割。项目课程目标作为职业教育课程的一

种，其特点主要包括定向性、直接性和兼容性[3]。定向性主要

体现在职业学校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上；职业教育主

要为生产一线输送高素质人才，因此生产一线的变化都可通

过课程培养目标进行展现；兼容性则主要针对学生而言，主

要是考虑学生就业后长远发展问题[4]。

2.3.2   项目课程目标确定方法

在确定项目课程目标时，应根据就业岗位要求；岗位对

专业能力、基础知识及态度的要求；职业核心能力要求三方

面的内容对其展开综合考虑。岗位要求可通过市场调研的方

式获取，岗位的具体要求可通过工作任务分析法进行仔细甄

别；核心能力是一种普通的、可迁移的、对就业者未来发展

起决定作用的一种非技术、非专业、跨岗位、跨职业甚至跨

行业的一种能量。学校在设计项目课程时，应将核心能力的

培养融入其中，以提升学生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就当前而

言，职业核心能力主要包括交际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数字

应用能力、团结协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等[5]。

2.3.3   项目课程目标的描述要素

对项目课程进行开发时，应对课程目标进行清晰、准确

的描述，为课程的教学提供正确的指导方向。行为目标法是

比较常用的目标描述方法，该方法可观察、可测量，能提升

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6]。利用行为目标法描述

课程目标时，应将活动、条件和标准三个要素包含其中。活

动是指对学生应该做什么进行描述；条件是教学所使用的工

具、设备、书本、环境等；标准是从精度、合格度、速度等

方面对活动进行描述。

2.4   项目课程模式区分

高职院校的课程主要分为学科模式和任务模式两种，前

者是以知识本身的性质对课程进行门类划分；后者则是根据

工作任务的相关性划分课程门类[7]。

2.4.1   学科模式

学科模式典型代表是三段式课程，文化基础课、专业理

论课和实践课[8]。学科模式对知识的系统性较为重视，而知识

与具体工作任务之间的联系往往被忽略，采用这种模式难以

培养具有较高实践水平的人才，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应用及其

有限。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专业教学中，可适当采用学

科模式，以培养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

2.4.2   任务模式

任务模式可给学生带来丰富的工作情景体验，有利于提

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因此在高职院校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并不是说任务模式适用于所有课程的教学，教学模式的选

择仍然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市场需求、教学条件等进行科学

选择。

2.5   结构开发

项目课程结构是指各门课程的组织及及排序，主要包

括两个层次，一是站在课程整体角度的结构开发，二是站在

单门课程角度的结构开发。常见的课程结构开发方式有递进

式、网络式、套筒式、分解式和并列式五种，各种结构开发

方式的特点及使用条件可参见表1。项目课程结构开发方式多

样，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多种结构方式综合使用，以完成

教学任务，提高师资、场地、设备的利用率。

表1 项目课程结构开发方式及其特点

Tab.1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curriculum structure

名称 特点 适用范围

递进式

各个项目的教学顺序确定，只能

按先后顺序学习，对师资、场

地、设备、教学能力要求较高

技工课程应用较少，培训课程应

用较多

网络式

各项目之间彼此独立，互不依

赖，学习路径不受限制，教学场

地和设备利用率高

对教学安排能力要求较高，适用

于技术类课程

套筒式

各项目之间为层层包容的关系，

先学的内容为后学内容的组成部

分

适用于文化知识类课程

分解式
将大规模的课程分解为小的功能

模块。方便教学安排。

适用于大规模课程教学，如计算

机软件编程等

并列式
各项目之间为平行、同时递进的

关系。
各项目之间独立性较强的课程

2.6   内容开发

项目课程教学内容的开发时课程开发中的重要环节，在

开发时应根据课程的门类属性，开发不同的教学内容。高职

院校的课程主要为文化基础类和专业类两种，其内容的开发

技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2.6.1   文化类课程内容的开发

文化类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受重视程度不高，甚至一度

被建议取消高职院校中的文化课，这是十分错误的认知。文

化课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目标“就业与

发展”实现的根本保障。高职院校若只侧重学生就业而轻视

发展，将对学生的后期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当前高职

院校所设置的文化课理论性强，应用性弱，教学方法比较单

一，普及程度较低，不适应院校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对文化

课内容进行开发时，一定要将浅显性、广泛性和生活性作为

开发准则。

2.6.2   专业类课程内容的开发

专业类课程内容的开发以工作任务分析法为主，并在开

发的不同阶段辅以其他开发方法来完成开发。使用工作任务

分析法时，首先，对岗位工作任务进行科学分析，以便于能

划分出工作任务的影响要素，如：合格行为的表现、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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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和改进、学生学习内容及目标、基本期望标准等内容；

其次，对各项工作任务要素进行分析、讨论、最终确定单项

任务及排序，可利用教学计划(DACUM)法进行课程开发，但

其更适合针对性强的岗位培训课程开发，针对高职院校的不

同特点，应对其进行改进或与其他方法综合使用，如任务调

查法、哲学依据法、内省法及敏感事件法等；最后，依据学

生入学水平、师资教学水平、硬件设施水平等方面对课程内

容进行全面筛选[9]。

2.7   内容组织

对职业教育课程来说，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目标对课程

内容组织形式具有直接影响，常用的组织模式有学科课程模

式、活动课程模式、核心课程模式和工作任务模式四类，其

中工作任务模式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10]。在用教学计划法

对教学内容进行确定后，应按照下面步骤对课程内容进行组

织[11]。

首先，对课程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以形成具体的课程。

分类时按照与工作过程相关的要素为依据，构建不同的项目

课程。分类时应保持课程总知识和技能不变，只对组织形式

进行适当调整。

其次，根据课程的相互关系、学生的特点、教学资源

条件对课程结构进行安排。教学内容组织可利用多种结构，

在具体组织安排时应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结构选择，如以工

作成果安排课程时，可按照完成工作的难易程度安排课程内

容；以工作流程为依据时，可按自然顺心安排课程顺序[12]。

3  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课程开发研究(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engineering)
3.1   课程方案设计

专业课程方案的主要设计目的是专业培养定位、内容和

组织实施方式，方案设计主要方式如下：

3.1.1   市场调研

利用市场问卷调查、网络或报纸媒体、查阅文献等多种

方式了解《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就业岗位需求情况，对采

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该专业的毕业生可在企事业单

位、网络工程公司就职。具体工作性质可见表2。

表2  《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就业市场分析

Tab.2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market of computer 

       network engineering

主要工作内容 次要工作内容 其他工作内容

网络系统方案设计、网络

系统安装与维护、网页设

计、网站建设及维护

网络协议层、网络应用软

件的开发及维护、电子商

务开发与维护、信息工程

监理

网络设备销售及相关的技

术支持、网络应用软件客

户服务及相关的技术支持

3.1.2   工作任务分析

组织专家对课程能力及知识进行分析，为确保工作任务

分析的客观性和实用性，专家应由企业代表、课程专家和专

业教师三部分人员组成[13]。仅用教学计划法分析工作任务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为提升分析效果，可增加考核方法及标准、

典型工作项目成果两项分析内容，提升分析的全面性。

3.1.3   课程结构分析

课程内容组织线索较多，对于《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

来说，利用产品组织学习内容可取得较好的组织效果。对课

程内容进行筛选后，应组织课程开发小组解决几项问题：①

是按照典型产品来构建《计算机网络工程》课程项目时，各

项目的任务和实施任务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技能和知识是否

存在交叉；②关于专业考证问题的解决。

问题一可利用头脑风暴法或张贴板法进行改进，边实

践，边优化。问题二针对计算机专业就业对证书需求强的情

况，单独设立《计算机维修工》和《高级网络管理员》两科

专门的考证课程。

3.2   课程标准设计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对教学评价的依据，

也是教师教学设计的主要依据，服务主要对象是教学主管部

门、教师和学生[14]。《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课程的项目化设

计可以网络构建及维护的工作过程顺序为逻辑，将课程标准

以规范、准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职业性、生活情景、行

动导向、工作过程为知道准则，对课程内容项目化[15]。课程标

准开发首先是完善编写流程，加强对标准的评审力度；其次

充分利用课程开发阶段的成果；最后建立持续改进的机制，

对课程标准进行及时的修订。

3.3   教材开发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学的依据，是项目课程

开发的关键。在开发教材时，应对教材地位进行重新定位，

改变以往教材为教学唯一中心的错误认识；其次教材内容应

与课程标准要求相一致，还应符合课程教学法的要求；利用

“三项目并行”的结构组织教学内容。在教材开发阶段，应

通过课题小组的成立、骨干教师的选拔以保障教学任务的

顺利完成和教材编写的顺利进行；加强与当地企业的联合协

作，确保教材内容的专业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建立持续改

进的教材编写及使用制度，为教材的改进和修订提供保障。

3.4   课程评价

通过《计算机网络工程》项目课程的开发，我校的教学

水平和办学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校领导及教师的教学观念

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项目课程开发制度进一步健全、教师

能力有了新的提升；但同时也显现出了一系列问题，给课程

的开发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课程开发小组应不断

加强宣传、系统策划、科研引领、持续改进，利用以上措施

不断完善我校的项目课程开发工作。

4   结论(Conclusion)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各界企业对网络的依赖程度

逐渐升高，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高职院

校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因此在对学校课程进行设计

时，应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并带有一定的前瞻性，以保持学

校在就业领域的优势。《计算机网络工程》是一门综合性应

用型学科，在各大企事业单位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开发该

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及高职院校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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