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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如何进行软件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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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 了软件人才层次
、

高校在软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了高校如何进行软件人

才培养
、

提高软件人才培养质 t 一些策略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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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是高技术产业
,

人才是软件产业最重要的

资本
。

近年来
,

我国依托高校
、

科研院所和企业培养

了一批软件人才
,

并且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资源
,

建

立软件示范学院
,

逐步建立起了多层次
、

全方位的软

件人才培养体系
,

加快软件人才学历教育改革 ;加速

专门软件人才培养以适应我国 IT 产业 发展的需

要
。

在软件人才的培养中
,

高校扮演着一个十分重

要的角色
,

但目前高校的软件人才培养还存在许多

问题
,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提高软件人才培养质量

成为高校软件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
。

1 软件人才层次及高校软件人才现状

分析

1
.

, 软件人才层次

软件人才的层次
,

可以分为程序员
、

系统分析

师
、

系统设计师
、

项 目经理
、

产品经理
、

架构设计师和

行业专家 (需求分析设计师 )等
,

其中需要量最大的

是程序员
。

系统分析师
、

需求分析设计师
、

架构设计

师及系统设计师在一个软件企业里面相对来讲是
“

高精尖
”

人才
,

需求量不是太多
,

它们加在一起也不

会占总人数的 2 0%
,

其余的 8 0% 都是程序员
。

但项

目分析师
、

程序设计师
、

应用人员都要从程序员做

起
,

只有对编程有经验的人才有可能跻身于系统分

析师
、

系统设计师
、

架构设计师
、

所以说程序员是 比

较基础的
。

,
.

2 我国软件人才层次现状

在中国软件行业里
,

程序员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

对编程工具很熟
,

能力很强
,

可把编码写得很简洁
、

高效
,

但没有一个正规的项目的概念 ;另外一种具有

很强的理论知识
,

编程不一定很快
,

但是很规范
,

他

们的系统分析
、

模块设计就是一个很规范的程序员

的方式
,

这种人相对来讲较少
,

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系

统设计师
。

虽然说第二种的灵性可能比第一种要弱

一些
,

但在软件逐渐向团队合作靠拢的情况下
,

更需

要按照一种规范去做
。

当然团队时代并不意味着程

序员就不需要灵气和创新
。

所以在软件行业里两种

人才都需要
,

从比例来讲
,

应该是
“

软件蓝领
”

或
` ,

软

件工人
”

占 90 %
,

第一种占 1 0%
。

但在中国的软件行

业里面
,

第一种占的比例几乎是比较多的
,

不符合
“

软件工厂
” 、 “

软件工程化
”

所需要的人才结构
。

所

以
,

如何培养大量规范的程序员是当务之急
。

另外
,

就中国目前的软件制作流程来看
,

最薄弱

的环节是软件设计环节
,

这一部分是系统分析师
、

系

统设计师的工作
。

一个软件产品的质量
,

不是做出来

的而是设计出来的
。

目前
,

我国软件人才的设计能力

是最弱的
,

而软件设计师相当于思想家
、

理论家
,

而

程序员相当于思想理论的实践者
,

由于缺少软件思

想家
,

因此制约了软件行业的发展
。

2 高校在软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在计算机专业教育中
,

因为各种原因
,

我国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科
、

本科办学点相对于学科

发展水平与办学质量来说发展过快
,

致使相当一批

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办学质童不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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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由于师资缺乏
,

专家人数不足
,

学科建设

缺乏经费的支持
。

在办学中顾此失彼
,

课程开设随

意性很大
、

培养目标不明确
。

所以培养出的本科生

连一个最基本的软件蓝领的要求都达不到
。

高校在软件人才培养中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

2
.

1 学校教育理论脱离实际

在我国高校的软件人才培养中
,

课程多
、

作业

多
,

考试单一
,

教学课程安排脱离实际 ; 教材更新过

慢
、

知识更新不够
、

教学知识灌输多
、

解惑少
。

专业

课程杂乱无章
,

毫无规划
。

如很多院校的计算机专

业进行这样的课程设置
:
英语开设一学期

,

与软件有

关的课程开设有 v i s u a IBa s i C
、

C + +
、

汇编语言
、

v i
-

s u al r o x p r 。 、

n e lp u i
。

对软件开发理解的人都知道计

算机语言大部分是相通的
,

W idn
o w s
平台上只要会

一种语言
,

其它的语言自学一下就可以了
。

花费大

量的时间在计算机语言上
,

实在是
“

误人子弟
” 。

而

对软件设计和软件开发工程化比较重要的软件工程

学
、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理论
、

编译原理等涉及较

少
,

理论和实际的脱离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连做个

规范的编码者都难
。

2
.

2 软件人才的培养存在结构性问题

我国高校每年有 5 万名计算机专业毕业生
,

而

市场对软件人才的需求已达到 20 多万人
,

另外
,

国

内目前约有 5 0 (x 〕多个软件企业
,

其中超过 100 0 人

的软件企业微乎基微
。

而与此同时
,

我国大专院校

每年几万软件专业毕业生中
,

仍有不少人找工作难
,

甚至是找不到工作
。

从行业角度看软件人才的培养

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

我国的软件高端人才
,

包括系统分析师
、

项 目技

术主管和软件蓝领
,

如软件编码程序员等都严重短

缺
。

一些高级软件人才
,

拥有非常丰富的开发经验
,

但缺乏项 目整体规划经验 ; 而许多应该是软件蓝领

干的工作在我国却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来做
。

由于没

有成规模的初级程序员培养体系
,

许多高级软件人

员不得不从事初级程序员工作
, “

高能低用
”

现象相

当普遍
,

人才浪费严重
。

合理的软件人才市场
,

应该

是软件蓝领
、

软件工程师
、

软件架构与分析师并存的

金字塔形状
,

人才基数由大到小
,

形成梯次
。

由于高

校的软件人才培养没有形成梯次
,

导致软件人才什

么都懂一点
,

却什么都不精的状况
。

3 高校如何培养软件人才

由于存在着以上的问题
,

我认为
,

高校对于软件

人才的培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3
.

, 定位培养目标

针对各类高校的师资
、

技术和实验实践环境
,

在

进行软件人才的培养上
,

应该有所侧重
。

重点院校应

侧重于培养高尖端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才
,

对部分杰

出的人才
,

在课程内容方面
,

不以软件开发技巧为

主
,

而是以软件开发工程化内容为主
,

培养目标是软

件开发工程化中的管理人才
,

甚至可以单独开设一

个专业
。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
,

在应用岗位上
,

就会

站在对计算机学科的发展趋势的把握上
,

游刃有余

地
、

自主地学习和掌握工作所必须的新原理
、

新技

术
、

新工具
,

而决不会被层出不穷的新技术
、

新产品

迷惑
。

他们不会因为在学校里没有学习过
,

就不知该

如何下手为好
。

有了这种素质
,

在研究岗位上
,

就会

主动的抓住所从事的计算机专业领域每一时期的发

展趋势
,

创造条件
,

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
,

而不会人

云亦云
,

只会做一些修修补补的
、

没有创新精神的工

作
。

对于一般的本科院校
,

要立足于培养程序员
,

兼

顾培养少数的高尖端
、

创造型人才
,

特别是程序员应

该具备的各种语言技巧
,

知道技巧的适用性等基本

能力
,

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

另一方面
,

许多应用项 目的开发可借助于各种

开发工具
,

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学科专业知识
。

在许多

情况下
,

这类项目的开发不能很快取得进展和成功
,

主要是因为具体行业技术人员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知识深度不够
,

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员又

不懂具体行业的专门知识
,

所以说如何培养行业专

家 (需求分析设计师 )也是软件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

要问题
,

可以通过转专业的方式由其它专业招收优

秀学生然后对其进行计算机培训来培养
。

3
.

2 改革课程体系结构

有了定位后
,

就要从办学层次和师资力量上来

定所要开设的课程
,

在教学内容上
,

可以设汁 A 类

和 B 类两套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
。

A 类模式以培养

软件开发学术人才 (软件领域的思想家 )
,

着眼于毕

业生将来成为项 目分析师
、

软件设计师
、

高级应用人

员等
“

高精尖
”

的管理人才为主 ; B 类模式以培养专

业技术熟练的软件生产
、

编程
、

经营
、

维护为具体目

标的
“

软件工人
” 。

各类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办学能力

进行取舍
,

一般来说重点本科院校
、

重点大学以 A

类为主 ; 一般院校以 B 类为主
。

人才的层次结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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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合理化标准之后
,

软件开发工程化才具有人才基

础
,

有了人才的墓础
,

软件开发工程化才有可能成为

现实
。

3
.

3 走产学研
,

与企业联合培养的模式

培养软件人才应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

学校

与企业 (公司 )的互动
,

国内与国际的交流
,

不同学科

的交叉
,

更新实验设备
,

改善实习环境
。

既然软件企业即斋要
“

软件工人
” ,

也需要
“

高精

尖
”

人才
,

这两方面的人才都需要培养
。

两种人才的

知识含 t 不同
,

培养的渠道也应该有所不同
,

从中国

软件业的长期发展来看
,

培养的渠道主要在于各类

高校
。

在这方面
,

印度的软件人才的培养模式很值得

我们借鉴
,

在印度
,

动辄有上千人的软件工厂
,

工厂

的每一个都具备完成独立单元设计的任务
,

多人配

合就可以进行大型软件的设计开发
,

在高等教育之

外
,

产业化的职业教育也培养了大批的基础人才
、

技

术工人
。

成功的产业化教育
,

为印度 rr 产业培养出

大批的第一线工人
。

3
.

4 , 视皿点课程的教学和实践

在软件领城
,

一部分课程是非常重要的
,

任何一

个编程的人都知道编程对英语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

英语是软件业使用的
“

第一语言
” ,

印度之所以成为

软件出口大国
,

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英语是印度的

第二语言
。

所以高校的软件人才培养
,

《英语》课程

就显得特别重要
,

应加大课时量和提高教学质量
。

在专业课程方面
,

《软件开发过程》
、

《软件项目

管理》
、

《软件质 t 保证》
、

《软件优化与测试》
、

《用户

界面设计》等课程应该是软件行业的重点课程
,

这些

课程要重视教学方法的创新
,

特别是教学实践
,

没有

一个良好的实习和实践环境
,

不重视实践的重要性
,

这些课程的教学很容易让学生感到
“

空
”

和
“

虚
” 。

因

此
,

重点课程的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学实践的具体

化是软件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

3
.

5 注 , 纷合索质教育
,

培养其有团队协作能力的

软件人才

现在
,

软件产业已经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时代
,

需要的是众多软件人才的群人群策
。

有人说
,

中国软

件业一直
“

疲软
” ,

一方面是因为协作能力差 ;另一方

面是因为对大型软件的市场播求不足和
“

作坊式
”

软

件企业数量巨大
。

仅仅依靠少数软件精英
,

中国软件

业就难以形成开发大型软件的能力
,

要实现软件产

业化
、

摆脱目前的小作坊模式
,

就得走出个人英雄主

义的时代
,

软件人才不能再把写软件当作一种个人

艺术
。

在软件开发领域
,

团队合作是其从业者所必须

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

因此高校在软件人才的培养

中
,

要有愈识地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

通过

课程设计或者要求学生组成一个项目开发小组完成

一个简单项 目的方式锻炼学生
,

并将其作为能否取

得毕业资格的条件纳人学籍管理
。

3
.

6 学习团外的一些先进软件人才培养徽式

随着软件业的高迅发展
,

对软件人才的孺求呈

快速递增态势
。

建立科学
、

完善并与国际接轨的软件

人才培养体系迫在眉睫
。

社会欢迎的是人才
,

而不是平才
,

更不是庸才
。

在社会上真正能够立足的
,

有竞争优势的还是思想

优秀
、

责任心强
、

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 比较强的开

发和动手能力
,

外语和计算机水平比较高
,

团队合作

精神比较好的优秀人才
。

对于国外高校软件人才的

培养方式
、

教学计划
,

我们要进行研究和分析
,

结合

国内的实际情况
,

有选择性的采纳
。

只有改革高校目

前的软件人才培养模式
,

才能推动我国软件产业的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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