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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驱动下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 

——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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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与商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在对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

就业创业驱动下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立德树人、提升就业创业素质与能力为导向，

从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方法、改进实践教学和建设优秀师资队伍等

方面给出了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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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工科院校中，工商管理专业大多由于技

术偏“软”而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在“互联网+”

的大环境下，引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已成为就业新渠

道。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影响因素很

多，但关键的还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因此，以就

业创业为导向探索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势在必行。 

一、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弹性学分

制、分类分层人才培养模式、 3+1、3.5+0.5 和

1+2.5+0.5 人才培养模式等。河北工程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采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3.5+0.5”模式。

虽然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人才培养方案也经过了多次

修订，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目标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课程体系与人才社会需求目标不协调  

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懂技术又懂

管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仍

沿用的是传统普通教育的模式，课程体系设置主要

是以“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为主，重理

论轻实践，培养过程质量与培养目标不能完全统一，

导致培养的本专业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相对较

弱、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不强。 

（二）人才培养方案的就业创业导向不突出 

人才培养方案既是课程教学安排的行动指南，

又是学生培养目标的蓝图设计。目前工商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就业创业导向不明显，其培养环节设

置并没有突出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 

（三）实践教学体系形式不灵活 

学院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建立了多个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但对于如何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和合理安

排教学内容仍处在摸索阶段。其次，实习主要采用

集中和分散两种形式，集中实习多采用“走出去，

请进来”的模式，即到现场观摩或请企业高管走进

课堂，但这些形式都难以让学生得到亲身体验，即

便是亲身体验，由于企业性质和学生自身的原因，

体验时间较短，再加上安全性考虑，也难达到目的。

分散实习灵活性强，但是考核方式不健全，难以培

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四）教学队伍缺乏创业实践经验 

工商管理系现有教师多是高校毕业的硕博研究

生，具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但缺乏行业实践经验，

此外，课堂实验主要是单一的基本技能操作训练，

缺乏对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指导。由于我国的创

业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受过专业创业教育培训且

具有创业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更是缺乏。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创新创业的实战指导。 

二、就业创业驱动下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构建 

近两年，我校工商管理系多次组织有关教师研

讨，并结合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用人单位对本专

业人才需求调查等，提出了面向“卓越计划”的以

培养“卓越管理工程师”为目标的工商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方案中要求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要

具备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和适应能力，并建立了基

于“簇”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在培养目标实现的过

程中，将能力划分成不同的“能力簇”，每种“能力

簇”由“课程簇”和“实践簇”协同实现。 

通过优化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

生就业创业意识。优化后的培养模式强化了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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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除开设第二实践课堂外，还打造学校实践平台、

企业实践平台和互联网实践平台。在课内与课外、

校内与校外、网上与网下，构筑全方位、立体交叉

的理论与实践对接体系，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管理

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三、就业创业驱动下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优化措施 

（一）面向区域行业发展需求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邯郸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区域内

能源、建筑、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行业人才需

求旺盛。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及学科专业优势，需进

一步优化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工商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是以就业创业为导向，

着重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提升学生的创业创新能

力，将就业创业教育贯穿本科教学的各个阶段。 

（二）优化课程教学体系突出就业创业导向 

工商管理专业应根据人才社会需求和学校办学

条件来设置课程体系，在保证通识教育的同时，也

要结合就业创业打造培养特色。可将就业创业有关

课程纳入教学体系，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拓展课程强调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延伸，

包括第二课堂、社会实践、互联网实践平台等，要求

实践操作与课程讲授相互渗透，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以复

合型应用人才为目标，侧重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潜质。 

（三）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就业创业素质 

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方法与形式应灵活多样，根

据不同课程特点，以就业创业为导向，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采用任务驱动下的互动式、启发式教学，

创业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的体验式教学

等，丰富课堂教学形式与学习内容。 

（四）改进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首先，注重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开发，创办工商

管理专业模拟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校内实践平台。

其次，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课外实践机会，加强对就

业创业能力的培养。第三，要充分利用校外实训基

地，学生可以提前进入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让大学

生在真实的创业环境中成长，以此快速提高学生就

业创业能力。 

（五）建设优秀师资队伍保障就业创业教育 

首先，要做好教师在岗培训或进修计划，引导

青年教师通过学术交流、项目合作、定期到企业研

修交流等方式，培养创新创业教学骨干。其次，选

聘具有丰富创新创业实战经验的企业高管、研究人

员为校外兼职教师，让校内教师、学生与创业成功

人士“零距离”接触，也会促进专业教师队伍创新

创业思维转变与能力提高，进而保障就业创业教育

质量。另外，在就业创业教育方面，还需与国际接

轨。一方面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创新创业知识，

另一方面可选派优秀师资赴国外科研院所进修相关

课程，开阔教师的创新创业国际化视野，提高工商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四、结束语 

在倡导创新创业的的大环境下，地方工科高校

需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加快供给侧改

革。我校工商管理专业以“大工程”理念为指导，

以就业创业为驱动，结合行业及区域需求，进一步

优化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质

量与用人单位满意度、社会贡献度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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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the 
drive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ak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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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s talents 

training mode based on the drive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riented by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ome optimization measures are given 

in the paper, such as positioning talents training target,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improv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establishing excellent 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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