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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工商学校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工商学校、广西标准化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西质

量技术工程学校、广西质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卫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广西致用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以彬、李洁、黄海宁、俸斌、谢宏昭、蒙泳、谭桂芹、何璐伶、邓紫薇、马

毅、杨满、陆昊民、玉敏、黄月美、陈思颖、黄桂莹、陆妃妃、覃思颖、范玉琛、陈建华、韦立先、苏

子华、黄宏业、李祥忠、吴志兵、苏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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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 

培养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培养目标、培养体系、培养主体、

培养管理以及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的培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建标192  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明确入学条件、修业年限，构建学校、企业协同培养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的工作机制。 4.1 

学校、企业应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课程设4.2 

置、教学安排、培养目标和培养内容。 

按照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及可持续4.3 

发展能力，培养学生在职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感、职业素养。 

按照培养目标，为学生培养提供优良的软、硬件资源和管理服务，并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 4.4 

对接计算机应用人才需求，强化实践教学和实习实训，鼓励校企联合培养，开展校企合作项目。 4.5 

培养具备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系统的操作、管理、维护及信息技术应用等相关知识的人才。 4.6 

5 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主要面向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领域，培养从事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维护、

管理等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的软件与硬件操作、办公应用、网络应用、多媒体应用和信息处理等操作或

产品销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6 培养体系 

培养主体包括学校、企业，由学校与企业共同研究专业设置、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

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训实习平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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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培养主体 

学校 7.1 

7.1.1 机构要求 

应具备以下条件： 

—— 计算机应用的基础及平台； 

—— 开设计算机应用专业； 

—— 应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区域产业结构，具备培养计算机应用专业的职业技术技能人

才的办学条件。 

7.1.2 师资要求 

负责课程开发和教学实施，负责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基本职业技能以及人文素养，具备但不限于

以下能力： 

a) 良好的师德和终身学习能力； 

b) 适应产业、行业发展需求，熟悉企业情况，参加企业实践或技术服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c) 应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2 人，师生比达 1：20，（按一个班

40人），双师型教师不低于 30
 
％。 

7.1.3 校内实践场地 

7.1.3.1 应配备至少 1间计算机基础实训室，具有同时培训不少于 40人的工位。 

7.1.3.2 应配备至少 1间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实训室。 

7.1.3.3 应配备至少 1间数码产品使用与维护实训室。 

7.1.3.4 应配备至少 1间综合布线与网络维护实训室。 

7.1.3.5 选址、功能布局、建筑要求、室内环境、照明、安全、防火等应符合建标 192的相关规定。 

7.1.4 设施设备 

应按照《职业院校计算机应用和软件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中等职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专业实训基地设备基本配置推荐标准》《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专业仪器设备配

备标准》等要求配置。 

企业 7.2 

7.2.1 机构要求 

开展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维护、管理等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的软件与硬件操作、办公应用、

网络应用、多媒体应用和信息处理等操作或产品销售等计算机应用专业相关业务。 

7.2.2 师资要求 

主要来自于行业企业，宜具备但不限于以下能力： 

a) 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作责任心； 

b) 了解教育教学基本规律，了解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 

c) 良好的业务能力、业务指导能力、教学能力。 

7.2.3 校外实训场地 

7.2.3.1 根据实际生产服务功能布局，选址、功能布局、建筑要求、室内环境、照明、安全、防火等

应符合建标 192的规定。 

7.2.3.2 宜设置与培养模块相匹配的专业技术培训区、学习交流区、物品物料存放区等功能区。 

7.2.4 设施设备 

根据技术技能培养需求提供满足学生实习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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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培养管理 

学校 8.1 

8.1.1 培养方案 

应包括专业名称及代码、入学要求、修业年限、职业面向、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主要接续专业、

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及要求、学时安排、教学进程总体安排、实施保障、毕业要求等内容。 

8.1.2 教学计划 

由学校联合企业共同制定，明确专业教学标准规定的各要素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环节要求，包括专业

名称及代码、入学要求、修业年限、职业面向、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学进程

总体安排、实施保障、毕业要求等内容。 

8.1.3 课程设置 

8.1.3.1 内容 

8.1.3.1.1 公共基础课程 12～17 门，依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课程方案》开设相关课程，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8.1.3.1.2 专业核心课程 6～8门，宜包括网站运维、网站及前端设计，以及简单应用程序开发等课程。 

8.1.3.1.3 专业方向课程 3～5门，宜包括应用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程序设计、综合

布线、网络信息安全等课程。 

8.1.3.1.4 专业选修课程 2～4门，宜包括数字影音编辑与合成、网页动画制作、云计算应用、移动终

端等课程。 

8.1.3.1.5 实训实践课程宜包括网络综合布线、设备安装调试、路由交换配置、系统管理配置、无线

网络部署等。 

8.1.3.2 课时 

总共 3 000～3 300学时，其中公共基础课程宜占总学时的 1/3，专业技能课程宜占总学时 2/3，选

修课占总学时的比例应不少于 10％。 

8.1.4 教学形式与实施 

8.1.4.1 采取班级授课、校企双师授课、行动导向教学等多元化教学形式对计算机应用专业学生进行

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限选课程以及实训实践课程的教学。 

8.1.4.2 制定日常管理制度，包括招生、教学、实习、就业等，接受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指导

及评价。 

8.1.4.3 应建立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办学特色，在培养质量、培养规格等方面加以明确。 

8.1.4.4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进度安排，安排学生分别在学校、企

业之间进行周期性、阶段性轮换学习和培训。 

8.1.5 学生管理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管理制度对学生进行统一管理。 

企业 8.2 

8.2.1 教学计划 

由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基于工作岗位或工作过程对每个学生制定轮岗培养计划，明确学生在企

业岗位培训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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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课程设置 

8.2.2.1 内容 

根据培养计算机职业道德修养、计算机硬件维修维护、计算机软件测试等的能力，开设课程宜包括

但不限于： 

—— 企业运作、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 

—— 计算机职业道德修养； 

—— 计算机硬件维修维护、计算机 web程序测试等岗位的典型工作流程； 

—— 工作内容及核心技能等。 

8.2.2.2 课时 

顶岗实习时间不应少于6个月。 

8.2.3 教学形式与实施 

8.2.3.1 采用认知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培训，并采用轮岗培训、班级授课的方式进行培养。 

8.2.3.2 由岗位师傅开发实施，根据专业对应企业的岗位生产与服务标准、生产与服务的组织流程和

员工职业化要求，设置融入信息检索、资料收集、计划实施、精益生产和服务、现场管理等岗位任务，

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对学生实施生产性或服务性的培训指导。 

8.2.4 学生管理 

企业依据《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管理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 

评价 8.3 

由学校、学生、企业三方共同实施教学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学生专业综合实践能力、“双证”的获

取率和毕业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专兼职教师教学质量，围绕实践教学、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师资队

伍建设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构建评价体系。 

改进 8.4 

学校组织学生、企业定期开展人才培养研讨、评价等持续改进活动。根据各方评价结果及时总结，

提出并落实改进措施，不断改进与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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