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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聚焦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这一关键议题，紧密围绕产业需求与创新能力

培养两大核心要素，深入剖析当前课程体系存在的课程设置与产业契合度低、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教学

方法缺乏创新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优化课程架构、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打造“双师

型”师资队伍、深化产教融合以及完善课程评价与质量监控体系等多方面，提出了系统全面的构建策略

与保障措施。旨在为培育契合软件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坚实支撑，进而有

力推动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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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is centered on the pivotal topic of 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 

degree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With a tight focus on two core aspects, namely industrial 

requirem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t conducts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ssue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ese issues include the low alignment between curriculum offerings and industry needs, the 

insufficiency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mponents, and the lack of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ethodologie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are proposed. These involve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architecture, updat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approaches, fostering a “dual 

- qualified” teaching team, deepening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perfecting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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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 degree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thereby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n - depth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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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信息技术

的飞速发展已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核心

驱动力。软件产业作为信息技术的关键支柱，始终

站在高速发展的前沿，引领着持续的变革潮流。近

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

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实现深度融合与广

泛应用，彻底改变了软件产业的技术架构、业务模

式和应用场景。例如，云计算平台的普及推动了软

件架构向微服务化转型，人工智能技术为软件开发

流程注入了智能化变革的动力，而区块链技术则为

数据安全与信任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一方面，随着软件产业规

模的不断扩大，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急剧增长

的态势。相关行业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软件行业

从业人数虽持续攀升，但人才缺口依然较大，尤其

是具备创新能力与实践技能的高端专业人才供不应

求。另一方面，产业的快速迭代升级对软件工程专

业人才的质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企业在招

聘过程中，愈发注重应聘者是否掌握先进的软件开

发框架与工具，例如云计算平台下的微服务架构开

发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的软件开发方法等；是否精

通软件测试领域的自动化测试工具与技术，具备安

全测试与性能测试专长，以确保软件产品的高质量

与稳定性；是否熟悉敏捷开发流程管理，拥有出色

的团队协作与沟通协调能力，能够高效推动软件项

目的顺利开展。此外，具备跨领域知识与技术整合

能力的复合型软件人才更是备受青睐。例如，能够

融合大数据分析与软件研发技术开发智能数据分析

软件，或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分布式应用的专业人

员，已成为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然而，审视当前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

体系，却发现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课程设

置方面，多数高校的课程体系更新滞后，未能紧密

追踪软件产业的技术革新步伐。课程内容过度侧重

于传统软件工程理论知识的讲解，对如容器化技术

（Docker、Kubernetes）、低代码开发平台及人工

智能驱动的软件开发等热门前沿技术的涉及极为有

限。在案例教学环节，普遍采用的经典案例往往陈

旧过时，缺乏对本地软件企业实际项目的深度挖掘

与引入，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软件产业的实际应用

场景严重脱节。这使得学生毕业后在进入企业时，

难以迅速适应软件开发岗位的实际需求，无法为企

业软件项目的创新研发提供有力支持，进而造成教

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显著错位 [1]。
实践教学环节同样薄弱不堪。校内软件工程实

验室的设备与软件配置严重滞后，难以模拟现代软

件企业复杂的开发环境和大规模数据处理场景，无

法为学生提供真实有效的实践操作平台。校外实习

基地建设流于形式，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深度远

远不足，学生在实习期间大多只能从事简单的代码

编写、软件测试辅助等基础工作，难以真正参与到

企业核心软件项目的开发与架构设计环节。同时，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规划，实践教学与理

论教学相互分离，实践项目之间缺乏连贯性和递进

性，无法有效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深化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应用能力的提升，

极大地削弱了实践教学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支撑

作用 [2]。
教学方法方面，传统课堂讲授长期占据主导地

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单向灌输知识，学生处于被

动接受的从属地位，课堂互动性极差，难以激发学

生主动思考与创新探索的欲望。案例教学存在诸多

弊端，案例选择既缺乏时效性又无典型性，分析过

程浮于表面，未能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案例背后的技

术难点与创新点，无法实现从案例学习到创新能力

提升的有效转化。项目式教学的实施效果亦不佳，

项目设计与软件产业实际项目需求严重脱节，学生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自主性和创新性受到极大限制，

难以有效锻炼解决实际软件项目问题的能力和团队

协作创新精神。教学方法的陈旧性已成为制约软件

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瓶颈 [3]。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紧密结合产业需求与创

新能力培养的核心要素，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软

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策略与保障措

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架构，融入前沿技术

与跨学科知识优化教学内容，推广创新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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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双师型” 师资队伍，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

人机制，完善课程评价与质量监控体系等多方面举

措，旨在切实提升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创新与问

题解决能力，为软件产业培育出契合其发展需求、

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学位研究生，有力推动

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进程，促进软件产业

的升级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并为国内其他地

区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宝贵的参

考范例与实践指南。

2  产业需求与创新能力要素分析
2.1  软件产业需求剖析

软件产业正处于快速变革期，新技术、新模

式不断涌现。在软件开发领域，对掌握先进软件开

发框架与工具，如云计算平台下的微服务架构开发

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的软件开发方法等方面专业人

才需求迫切。软件测试方向，需要精通自动化测

试工具与技术、具备安全测试与性能测试专长的人

才，以确保软件产品质量与稳定性。软件项目管理

方面，熟悉敏捷开发流程管理、具备团队协作与沟

通协调能力的专业人才备受青睐。此外，随着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软件产业的深

度融合应用，对具备跨领域知识与技术整合能力的

复合型软件人才需求持续增长，如能够开发智能数

据分析软件、区块链分布式应用的专业人员。这些

产业需求明确了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的重点方向，课程规划必须紧密围绕软件产业核心

技术栈与业务流程关键环节精细展开 [1]。
在软件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人才需求呈现

出动态变化的态势，具体数据如下：软件开发

岗位，2020 年需求数量为 5000 人，本科及以上

学历要求占比70%，关键技能要求包括熟练掌握 
Java、Python，熟悉微服务架构以及了解数据库操

作，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需求占比 30%，具备跨领

域知识的人才需求占比 25%。到 2021 年，需求数

量增长至 6000 人，学历要求提升至 75%，技能要

求增加了 Go 语言，并且要求精通微服务架构和掌握

云平台开发技术，创新能力人才需求占比达 35%，

跨领域知识人才需求占比为30% 。2022 年，需求数

量进一步增长到7500人，学历要求达80%，技能要

求更加全面，需熟练掌握多种主流编程语言，精通

微服务、容器化技术，还要具备人工智能算法应用

能力，创新能力人才需求占比为40%，跨领域知识

人才需求占比达35%。

软件测试岗位，2020 年需求数量是2000人，本

科及以上学历要求占60%，关键技能为熟悉自动化

测试工具（如 Selenium、Appium）、掌握软件测试

流程并具备一定编程能力，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需求

占比25%，具备跨领域知识的人才需求占比20%。2021
年，需求数量增加到2500人，学历要求提升至65%，

技能要求增加了对性能、安全测试工具的熟练掌

握，以及了解软件开发流程和具备数据分析能力，

创新能力人才需求占比30%，跨领域知识人才需求

占比25%。2022年，需求数量增长到3200人，学历

要求达70%，技能要求进一步提高，需精通各类测

试工具和技术，具备漏洞挖掘与修复能力，熟悉人

工智能辅助测试技术，创新能力人才需求占比35%，

跨领域知识人才需求占比 30%。

软件项目管理岗位，2020年需求数量为1500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占75%，关键技能要求熟

悉项目管理流程（如敏捷、瀑布模型）、具备团队

管理能力并掌握项目管理工具，具备创新能力的人

才需求占比30%，具备跨领域知识的人才需求占比 
25%。2021年，需求数量增长至1800人，学历要求

提升至80%，技能要求增加了精通敏捷开发管理、

跨部门协调能力以及掌握数据分析与决策能力，创

新能力人才需求占比35%，跨领域知识人才需求占

比30%。2022年，需求数量达2200人，学历要求达 
85%，技能要求需精通敏捷、DevOps 等管理理念，

具备风险管理和成本控制能力，还要了解前沿技术

趋势，创新能力人才需求占比40%，跨领域知识人

才需求占比 35% [4]。

图1.图1.人才需求变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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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新能力构成维度

在软件工程专业中，创新能力的构建主要依托

于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和创新技能的有机结合。其

中，创新思维是创新能力的基石，涵盖批判性思维

与发散性思维两大核心要素。批判性思维能够促使

研究生对现有的软件设计模式、开发流程以及算法

效率等进行深入反思与质疑，从而挖掘出潜在的改

进空间；而发散性思维则助力他们突破传统开发思

路的局限，从多维度、多技术融合的角度探索新颖

的软件解决方案，激发创新灵感。

创新知识体系则是创新能力的支撑框架，它

融合了软件工程的前沿技术与跨学科知识。例如，

在智能软件系统的开发过程中，研究生需要整合计

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涉及机器

学习算法的优化、数据结构的创新应用等内容。

同时，他们还需密切关注全球软件技术的前沿动

态，如量子计算在软件优化中的潜在应用、新型

软件架构模式的研究进展等，以保持知识的先进

性与前瞻性。

创新技能则是创新能力的实践体现，着重于软

件实践操作与创新成果的转化。在实践操作层面，

研究生需具备复杂软件项目的架构设计与高效实现

能力，掌握软件性能优化与安全漏洞修复等关键技

能；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则涉及软件知识产权保

护策略的制定、软件产品的市场推广以及商业运营

模式的创新等技能培养。通过这些技能的培养，确

保软件创新成果能够有效转化为产业价值，推动软

件产业的技术升级以及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

图2.图2.软件工程专业的产业需求与创新能力发展

3  现有课程体系问题审视
3.1  课程设置与产业契合度低

部分高校软件工程专业学位课程体系更新缓

慢，未能及时跟上软件产业技术革新步伐。课程内

容侧重于传统软件工程理论知识讲解，对当前热门

的软件技术如容器化技术（Docker、Kubernetes）、

低代码开发平台等涉及甚少。在案例教学中，多采

用经典但已相对陈旧的软件项目案例，缺乏对本地

软件企业实际项目的深度剖析与引入，导致学生所

学知识与软件产业实际应用场景脱节，毕业后难以

迅速适应企业软件开发岗位需求，无法为企业软件

项目创新研发提供有力支持，造成教育资源与产业

需求的错位 [1]。

3.2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校内软件工程实验

室设备与软件配置滞后，难以模拟现代软件企业

复杂开发环境与大规模数据处理场景。校外实习

基地建设流于形式，学校与企业合作深度不够，

学生在实习期间多从事简单代码编写、软件测试

辅助等基础工作，难以参与企业核心软件项目开

发与架构设计环节。同时，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缺

乏系统性规划，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未能有机结

合，实践项目之间缺乏连贯性与递进性，无法有

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理解、提升创

新应用能力，极大削弱了实践教学对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支撑作用 [2]。

3.3  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传统课堂讲授在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教师单

向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课堂互动性差，难以

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与创新探索欲望。案例教学存在

诸多问题，案例选择缺乏时效性与典型性，分析过

程浮于表面，未能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案例背后的技

术难点与创新点 [5]。项目式教学实施效果不佳，项

目设计与软件产业实际项目需求契合度低，学生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自主性与创新性受限，无法有效锻

炼解决实际软件项目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协作创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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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学方法的陈旧性已成为制约软件工程专业创

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 [3]。

图3.图3.软件工程教育中的课程和实践缺口

表1.表1.传统与创新课程体系多维度对比

对比项目 传统课程体系 创新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

侧重点

传统软件工程理论知

识为主

紧密结合产业前沿技术与本

地产业特色，融入新兴技术

与跨学科知识

案例教学

情况

经典陈旧案例，缺乏

本地企业实际案例

最新产业案例，深度剖析本

地企业项目

实践教学

资源

校内实验室设备软件

滞后，校外实习流于

形式

企业提供先进设备与真实

项目，校内打造多功能实践

平台

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授为主，互

动性差

推广 PBL、PjBL 等，整合线

上线下资源

4  课程体系构建策略
4.1  基于产业需求的课程架构设计

构建 “基础课程 + 专业核心课程 + 产业特色

课程 + 实践课程” 有机协同的课程架构。基础课

程强化计算机基础、数学基础、软件工程师职业

道德等知识与素养培养，为学生专业学习筑牢根

基；专业核心课程紧密围绕软件工程核心知识与

技能，如软件工程原理、软件设计模式、数据结构与

算法分析等课程，提升学生专业核心竞争力[6]；产

业特色课程紧密结合本地软件产业优势与特色，

针对河南软件产业发展需求，开设软件项目管理

与敏捷开发实践、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软件中的

应用等课程，增强学生对本地产业的适配性；实

践课程大幅增加比重，涵盖课程实验、企业项目

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确保实践教学贯穿培养

全程，且实践项目紧密围绕软件企业实际项目需

求精心设计与深度实施，实现理论与实践深度融

合、协同育人 [7]。

4.2  融入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优化

教学内容紧密跟踪软件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

成果动态更新，如在软件课程中及时融入最新的人

工智能算法在软件系统中的应用案例、区块链技术

在软件安全与数据共享方面的实践案例等，确保知

识的时效性与前瞻性。大力促进跨学科知识融合创

新，开设软件与金融科技融合创新、软件与医疗健

康大数据应用等跨学科课程，打破学科界限，培育

学生跨学科创新思维与复合应用能力[8]。积极鼓

励教师将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与实践项目，引

导学生深度参与科研创新过程，例如教师将软件性

能优化科研项目分解为多个子任务，让学生在项目

实践中探索创新算法与架构设计，实现科研反哺教

学、教学助力科研的良性互动，提升学生创新思维

与实践操作能力 [9]。

4.3  多样化创新教学方法应用

广泛推广问题导向学习（PBL）、基于项目

的学习（PjBL）等先进教学方法。在PBL教学

中，教师精心创设源于软件产业实际的复杂问题

情境，如“如何设计一个高并发、高可用的电商

平台软件架构”，引导学生自主组队、制定研究

方案、开展深度探究，促使学生综合运用软件工

程知识体系解决实际问题，提升综合应用与创

新实践能力。PjBL教学中，学生组队承接软件

企业真实项目，如参与本地企业的企业资源规划

（ERP）系统升级项目，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锻

炼创新设计、技术选型、团队协作与项目管理能

力。同时，充分整合线上丰富教学资源与虚拟仿

真实验平台优势，利用在线编程学习平台、软件

项目模拟开发平台等拓展学习时空边界与实践场

景多样性，提升教学效果与学习效率，打造线上

线下融合、虚实结合的创新教学生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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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图4.课程体系构建策略

5  课程体系实施保障措施
5.1  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选派软件工程教师深入软件企业挂职锻炼，

全面参与企业软件项目研发、技术攻关与项目管理

等环节，积累丰富产业实践经验与行业前沿洞察能

力。积极邀请软件企业技术骨干、资深架构师担任

兼职教师，深度参与课程教学、实践指导、毕业设

计评审等关键教学环节，带来软件企业一线最新技

术与实践经验。建立完善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与考

核长效机制，定期组织教学研讨、软件新技术培训

与教学观摩活动，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与创新教学能

力，确保教师队伍能够精准胜任产业需求导向与创

新能力培养的多元教学任务，为课程体系实施提供

坚实师资保障 [2]。
表2.表2. 软件工程课程架构核心要素表

课程类型 具体课程示例 课程目标

基础课程
计算机基础、数学基础、软件工

程师职业道德
筑牢知识与素养根基

专业核心

课程

软件工程原理、软件设计模式、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提升专业核心竞争力

产业特色

课程

软件项目管理与敏捷开发实践、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软件中的应

用（针对河南产业）

增强本地产业适配性

实践课程
课程实验、企业项目实习、毕

业设计

实现理论实践深度融

合，提升实践能力

5.2  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

全方位加强高校与软件企业深度战略合作，共

建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企业为基地提供充足软件

项目实习岗位、真实项目案例与先进开发工具设备

支持，高校为企业精准输送专业软件人才与前沿技

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建立紧密高效

的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机制，共同研讨制定个性化培

养方案、动态优化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计划，依据

软件产业技术创新趋势与人才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人

才培养策略，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动态适配、

无缝对接。例如，河南某高校与本地知名软件企业

合作成立软件人才培养创新中心，共同开展课程

开发、实践训练与科研联合攻关，为企业定向培

育创新型软件工程专业人才，打造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典范 [1]。

5.3  完善课程评价与质量监控体系

构建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综合考量学生学习

成果达成度、实践能力提升幅度、创新成果产出质

量等核心指标。创新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有机结合方式，高度注重学生在课堂互动、项目实

践、小组协作等过程中的表现与成长轨迹。搭建全

面系统的课程质量监控体系，定期对课程教学内容

时效性、教学方法有效性、实践教学环节落实度等

进行全方位评估与精准反馈，依据反馈结果及时优

化调整课程体系，确保课程体系始终紧密贴合软件

产业需求与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持续提升 [3]。

6  结论

通过对软件产业需求精细剖析与创新能力培养

要求深度挖掘，针对现有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课程体系存在的系列问题，本研究提出系统全面的

课程体系构建策略与保障措施。构建面向产业需求

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

系是一项长期、艰巨且复杂的系统工程，需高校、

企业和社会各方协同发力、持续攻坚。在未来实施

进程中，应紧密跟踪软件产业技术创新动态与教育

改革趋势，持续优化完善课程体系，为河南省培育

大批契合软件产业发展需求、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

质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有力推动河南省软件

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为国内其他

地区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宝贵参

考范例与实践指南，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软件工程专

贺玉晓等：面向产业需求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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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提升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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