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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场工程师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不可或缺的

角色，其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直接关系工程

质量和效率。文章立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

的培养，建立了一套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理论、

实践技能、项目实战等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并在实践中探索适合现场工程师

人才培养的“双元三阶四能”三转变课程体系模式，

旨在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

Abstract: The field engineer i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i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eld engineer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et of curriculum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eld 

engineers, including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actical skills, project actual 

combat, etc., and explores the “dual-element, three-level, 

and four-ability” three-transformation curriculum system 

model suitable for the training of field engineers in practic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eld engineer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eld 

engineer; talent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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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程体系

目标

文章立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的培养，

探讨了现场工程师的人才价值、职业教育改革价值和

学生成长价值，确定岗位需求 [1]，实施“产业链—教

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四链融合协同发展新机制，

以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着重强调自身技术，

而技术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因此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场工程师实践课程体系的设置直接影响着学校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 [2]。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程

体系目标如下：

（1）提高学徒的技术素养和实践能力。通过构建

创新课程体系，开发一批具有广东工程特色的教学资

源，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件、案例分析、

实验操作指导等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资源，提高课程

的实效性。注重培养学徒的技术素养和实践能力，包

括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软件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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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等方面的实践技能 [3]。

（2）强化学徒的信息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随着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因此，课程体系应注重强化学徒的信

息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加密、

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4]。

（3）增强学徒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在新一代

信息技术应用中，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也非常重要。

课程体系应注重提高学徒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包

括项目管理、团队合作等方面的技能。

（4）培养学徒的双创思维和工匠精神。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机遇和挑战，课程体系应注重

培养学徒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包括商业模式设计、

创业计划书撰写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为实现以上目标，要考核和评估现场工程师，及

时发现问题并解决，以提高课程效果。同时要建立师

资队伍和教材库，为后续的现场工程师培养提供保障。

2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程体系

构建路径

构建“双元三阶四能”三转变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场工程师课程体系，应注重培养学徒的技术素养和

实践能力，强化学徒的信息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提

高学徒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培养学徒的创新思维

和工匠精神等。

2.1 构建创新课程体系，助力学徒转为现场工

程师
积极探索并实践“双元三阶四能”中“工程学生—

现代学徒—现场工程师”三转变课程体系改革 [5]。将

教学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按“企业实际岗位要求（核

心技能）→岗位实习（岗位技能）→综合案例实训（项

目技能）→基本技能”的逻辑顺序，由实际岗位要求

确定岗位实习的培养目标，由岗位实习对岗位技能的

要求确定企业综合案例实训（项目技能）的培养目标，

由综合案例实训要求确定基本技能的培养目标 [6]。

2.2 依托课程实践平台，强化现场工程师五大

能力
依托课程实践平台，确定课程目标体系，制订课

程目标与教学大纲，明确现场工程师人才的职业素质

要求和能力特征，确定培养目标，设计合理的课程体系。

按照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程教学体系，依托

信息技术课程平台和信息技术实践平台，通过通识教

育课程、课程思政、实践教学、职业技能竞赛、课程

设计开发、实习实训、1+X 证书培训、职业资格训练、

毕业设计、创新创业能力训练等强化现场工程师的基

本技能、项目技能、岗位技能、职业技能和双创能力。

2.3 实施双元教学“六共”，提升现场工程师
综合素质

加强校企双元育人，实施双元教学“六共”，即共

同招生招工、共建教学团队、共构课程体系、共设理

实课程、共享“四新”技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共推实习就业。同时，通过教材建设和教师

培训编制适合的教学用书，为教师提供必要的教育技

术和教学方法方面的培训。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

注重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建

立完善的实验室设施和实验指导制度。强化职业技能

综合素质培养，实施校内综合评价、企业综合评价和

行业综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7]。

2.4 建立教学评价机制，提升现场工程师培养
质量

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价机制，完善现场工程师评价

体系，制订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通过多种形式

的评估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建立新

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

并持续改进评价机制，提升现场工程师的培养质量。

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关注新技术、新知识的应用和发

展动态，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8]。

3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程体系

的实施与应用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程体系实施
（1）在需求分析阶段，要明确现场工程师人才需

求和期望，分析市场状况和发展趋势，制订课程体系

培养目标和计划，实施“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

创新链”四链融合协同发展的新机制，构建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9]。

（2）在课程设计阶段，要根据需求分析结果在实

践中探索适合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双元三阶四能”

三转变课程体系模式，制订相应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

容，确定教学方法和教材，明确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等。

（3）在实施与推广阶段，要依托信息技术课程平

台和信息技术实践平台，强化现场工程师的基本技能、

项目技能、岗位技能、职业技能和双创能力，实施双

元教学“六共”，提升现场工程师的综合素质。应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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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进行教学活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和效果。此外，还要积极开展宣传和推广工作，吸引

更多学生参加培养项目 [10]。

（4）在评估与反馈阶段，要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场工程师三维立体实践课程体系及六大课程工具跟

踪和评估课程实施过程，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同时，

应积极收集学生、教师、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

不断完善课程体系 [11]。

3.2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课程体系应用
现场工程师需要掌握丰富的工程知识和技能，熟

练运用各种工程技术手段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现场工

程师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突出课程体系实践性。现场工程师需要具备

很强的实践能力，因此在课程设计中要注重实践性的

体现，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实用技能，并培养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开展分层分类教学，确定现场

工程师教学方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场工程师三

维立体实践课程体系及六大课程工具。协同六大课程

工具手册构建三维立体实践课程体系：第一维为分级

培训，对学生 / 学徒、现场管理员和现场工程师分级

展开培训；第二维为校企职业技能训练，含课程思政、

专业、新一代信息核心技术、综合实训、职业技能训

练等，是培养现场工程师的关键训练；第三维为管理

能力培训，含团队建设培训、决策力培训、大国工匠

精神培养等。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徒及教学内

容特点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如现场讲授、

实践操作、案例分析等。

（2）强调课程体系技术专业性。现场工程师需要

掌握专业知识，包括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基础、数据

库设计、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核心

知识，需掌握专业技能、职业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因

此课程体系中要注重关于这些知识点的教学和训练。

（3）加强课程体系工程实践环节。为更好地满足

企业需求，现场工程师应具有一定的现场工程实践经

验，因此要加强设置工程实践环节，为学生提供更多

实践机会 [12]。

（4）建立完善诊评课程体系。建立课程体系的同

时还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评估体系，以便及时发现和

解决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方便企业和用人

单位对学生进行考核和筛选。

此外，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还需

要结合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确定课程体系的重难

点，注重保障教学质量，以提高相关人才的实际工作

能力。

4  结束语

通过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达到了创新双元化课程体系、突出体系现场实践性、

实施双元教学“六共”的效果，在实践中探索适合现

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双元三阶四能”的三转变课程

体系模式，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实用技能，并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对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发

展有帮助，也对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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