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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影响了人们生活

的多个方面，对教育领域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新的

信息技术要求传统的教育行业要进行改革，以满足信

息化技术时代的发展需求。将时代特色融入到具体教

学工作中，对各类教学资源和教学方式进行整合，有

助于促使高校教学工作变得更加科学化、现代化，从

而培养出与时代发展需求相吻合的人才。对于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来说，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专

业，其课程体系中融合了计算机、管理学、经济学、信

息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学科知识，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

时要求学生既能够掌握一定计算机知识，又要具备较

好的管理学及经济学等知识，并且能够完成信息的认

知，信息的采集、加工、处理、分析，以及信息的管理等

一系列工作。在新的社会需求下探究大数据时代背景

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建设，对实

现点对点管理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1 大数据背景下课程体系概述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专业，信息管理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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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

的需求，亟需改革该专业的课程体系。文章首先介绍了大数据背景下该专业课程体系现状，其次指出了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

的培养目标不够明确、教学效果不够明显、与社会需求不够匹配等三大问题，最后提出了基于大数据背景的包含专业培养方

案修订、大数据技术应用、平衡专业师资力量的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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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course talents. In order to train talents more suitabl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reform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is specialty. First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Second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re not clear, the teaching effect is not obvious and does not match with the social dem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ecialty

curriculum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 scheme which includes the revi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scheme,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the balance of the professional teachers based on big data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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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专业在进行课程体系设计时，要能够让学生在

对各类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综合分析基础上，挖掘出

信息资源价值实现的规律，进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

价值，全面利用信息资源的功能。在大数据时代背景

下，伴随着各类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不断深化，社会

分工精细化发展的趋势更是促使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课程在设置时不断审视原有的专业定位、专业

教育体系、课程建设以及专业教育手段与方法，力争

实现发展过程中的全面现代化[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作为一门现代化管理技术手段，随着社会需求的不

断提升，与其他专业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呈

现出该课程在多种学科体系中应用的现象。

目前，部分高校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设

的课程主要是以计算机科学和管理学这两大学科门

类为主，部分院校结合学校自身属性，也开设了相应

的课程。比如，一些财经类院校在计算机科学和管理

学等相关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了经济学、金融学等课

程。不同学校在制定培养方案时由于定位不同，对该

专业课程设置的比重也不同。通过调研发现，近些年

来，由于社会对信息化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为

了提高就业率，一部分高校都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定位于计算机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偏重计算机知

识的学习，如编程语言、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数据

库技术等课程的开设比重较大，导致该专业中管理类

人才的培养相对匮乏。也有一部分高校受学校总体定

位和师资类型的影响，忽视了计算机技术人才的培养

而强化对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不管偏重于哪一类

人才的培养，都与大数据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的要求之间出现了偏差，导

致该专业人才的培养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影响了专业

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用人单位对综合型人才

的需求[2]。

2 大数据背景下课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知，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目前部分

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存在

一些不足，通过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后发现，这些问题

主要表现如下。

2.1 部分高校专业认知不到位导致培养目标不够

明确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人才不仅具有较高

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还要兼具较高水平的信息管理

能力[3]。作为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交叉类专业，要求开设

的经管类课程和计算机类课程在比例上能够协调。由

于对专业认知不到位、对培养目标理解不清晰等原

因，导致部分高校在开设课程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向

某一个学科方向倾斜的现象，使得培养的人才所掌握

的知识和技能也出现了偏差，不能够有效满足社会对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的要求，影响了该专

业的整体就业情况。

2.2 部分高校教学内容与方式欠合理导致教学效

果不够明显

大数据技术作为一项新信息化技术，在理论研究

和实践应用方面都暂没有形成规模，致使一些学校在

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大数据知识的讲授和应

用。与传统的英语、数学、文学、历史等专业不同，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较多课程一直都处于快速发

展更新的状态，特别是信息化新技术的涌现，更是要

求高校在设置教学内容时不断加入新思想和新技术
[4]。但是，部分高校在设置该专业的课程时，在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式方面未能及时进行更新和改变，设置的

课程体系不能紧跟社会发展步伐；专业教师虽然具备

一定的理论知识，但是缺乏实践创新能力，单凭理论

讲解无法达到良好授课效果；在教学方式上，忽视了

对大数据技术的利用，仍然采用传统的课件讲解方

法，限制了学生深入了解和探索该领域知识的积极性。

2.3 部分高校专业师资力量配备不平衡导致课程

内容与社会需求不够匹配

目前，一些高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主要

设置在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等经管类院

系中，这一类院系的师资力量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

等学科领域，虽然有部分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教师，但

是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师相比，对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研究与跟进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无

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不能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而且，受学院教学要求和科研项目等影响，一部

分老教师与新技术脱节，授课时所讲内容偏基础性的

学科专业知识，学生的学习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较难

匹配。由此可见，由于专业师资力量配备不平衡，导致

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的人才需求，阻碍了该专业的发展。

3 大数据背景下课程体系改革的方案
3.1 修订专业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

在对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修订时，要做到以大数据

技术的学习与实践应用为导向，同时，结合学校自身

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内外部环境等展开，细化并明确培

养目标。作为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建设等的重要依据，

清晰且明确的培养目标能够为后期的课程设置提供

良好的基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作为一个培养技术

人才与管理人才兼备的专业，随着大数据的到来，在

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对技术、管理的应用和创新等能力

的培养，要能够以大数据应用为方向设置相应的课程

体系，满足社会对大数据分析及应用方面的人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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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仅如此，在进行课程体系建设的改革时，要做到

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如大数据管理系统、

大数据技术等）等课程的合理分配，注重对学生的信

息资源管理、处理、应用以及深度挖掘等能力的培养。

3.2 注重教学内容和方式中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

体系改革需要加强在相关学科教学内容方面的变革，

同时也要寻求在教学方法上的创新以满足大数据发

展对专业人才需求。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既要继承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方

面的优势，又要根据时代特征与数据挖掘、数据可视

化技术等的要求进行纵深融合，强化教学过程中对大

数据技术的应用[5]。其次，在教学方法上，要求学生在

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结合专业实例展开综合分

析，要能引导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对

于一些与大数据相关的课程，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

时，要结合社会前沿动态，引导学生去主动收集行业

问题并尝试着独立地去解决问题。

3.3 强化教师团队建设，平衡专业的师资力量

除了要注重专业自身对现有任课教师在大数据

知识方面的培养，在引进新教师时也可加强对拥有大

数据技能人才的引入，同时，还可以与计算机学院合

作，借助计算机学院在这方面的师资优势来强化本专

业学生的培养。此外，还可构建融合专业实践与综合

实践，远程企业与本地企业以及实践导师与课程教师

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师资体系，如图 1所示[6]。

4 总结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人

才培养发生了新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专业

课程体系也应进行改革，以保证高校培养的专业人才

能够充分满足行业发展需要。本文对大数据背景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展开了深入分

析，其研究结论有助于同类高校将相关专业人才的培

养落到实处，实现新时代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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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类型导师与课程的对应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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