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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DIO 模式的软件人才培养探索 

常璐璐，宫锋 

（滨州学院信息工程系，山东滨州，256600） 

[摘要] CDIO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教育的一种经典模式。 该模式强调工程教育应当关注实践， 以科技为基础， 

将教育过程置身于产品/系统生命周期的具体情境中，以培养新一代高水平工程师为目标。基于 CDIO 理念，结合 

滨州学院信息工程系在软件人才培养模式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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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在我国，信息化建设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作为 

信息化建设中的核心产业的软件技术产业的发展也 

是异常迅猛。软件人才作为软件技术产业的核心竞 

争力更显得尤其重要。鉴于此，计算机高等教育从 

业者应该培养出具有专业知识、综合能力和个人素 

养都非常高的软件技术专业人才，进而提高我国的 

软件技术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尽管软件人才的培养 

标准和体系已经日趋完善，软件人才的培养模式各 

自的实验区也分别进行了定位，但令人忧心的现状 

是：软件技术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好就业的同时软件 

企业招不到适合自己企业的软件技术人才。造成这 

个现状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的高等院校所采用的软 

件技术人才培养模式仍然是把传统学科、理论教育 

作为主要教学手段，缺少实践和社会要求脱节。这 

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软件技术人才具有较强的学 

术科研能力能进行理论研究，但是却缺少了用人单 

位所需要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我国现有软件人才结构是“橄榄型” ，即两头 

小中间大，绝大多数的软件技术人才是处于“橄榄 

球”中间的“中端”软件人才，既缺少处于“橄榄 

球”顶层的具有创新、协作精神的高端人才，又缺 

少相当数量的处于“橄榄球”底端的能脚踏实地、 

有实践能力和吃亏精神的基层软件开发从业者。这 

种不合理的软件人才结构导致了我国现有的软件 

产业落后于其他国家，不合理的高校软件人才培养 

模式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理念的演变 

在国外，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以德国为首，就 

已经开始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并付 

诸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最有影响力的是 

双元制模式，核心在于“双元” ，主要是强调学校和 

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受教育者扮演着“学校 

学生”和“企业工人”双重身份，教育者必须是双 

师型教师等，双元制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中是比较成功的。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 CBE模 

式（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Mode），也被称为 

“能力本位教育”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能 

力” ， 从职业岗位的需求出发， 确定人才的能力目标， 

根据能力目标的具体内容来设置相应的课程、教学 

体系，培养过程结束后，利用能力分析表评定培养 

的质量，以明晰是否达到培养目标。CBE 模式突破 

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础知识和理论的培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国职业教育渐渐把 

STW 模式（School To Work)，也就是“从学校到工 

作”作为关注的焦点，后来慢慢进一步发展到“从 

学校到生涯” （School To Career），都试图通过一个 

顺畅的过渡，为软件人才市场培养出合格的应用型 

软件技术人才。 
CDIO 工程教育理念是“做中学”原则和“基 

于项目的教育和学习”的集中体现，它提出了系 

统的能力培养、全面的实施指导、完整的实施过 

程和严格的结果检验等 12 条标准， 其目标是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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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创造出一个合理的、完整的、通用的、可 

概括的教学目标，重点将个人的、社会的和系统 

的制造技术与基本原理相结合，使之适合工程学 

的所有领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CDIO  模式 

将工程职业实践环境作为工程教育环境，培养学 

生的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学术知识和运用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交流能力和系统掌控能力，而这些能力也恰恰是 

软件开发所需要的。 

三、基于 CDIO 理念的软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滨州学院为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单 

位。信息工程系始建于  1995 年，在多年发展过程 

中，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学改革、教学水平与 

质量、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 

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自  2004 年开始招收本 

科生，是我校最早的 6 个本科专业之一，已经为国 

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根据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的特点和企业用人需求，自  2006 年起 

与齐鲁软件园、济南达内软件有限公司、普联软件 

（中国）有限公司、山东浪潮优派科技教育有限公 

司、中软国际有限公司、山东师创软件工程有限公 

司、北大青鸟等十多家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联 

合办学，具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经历和经验，与多家 

企业建立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多年的校企合作，积 

累和自编了多套与企业用人联系密切的课程体系、 

教材和企业教学资料；通过多年的校企合作，锻炼 

出一支具有企业工作经历、动手实践能力强的教师 

队伍；2012年，滨州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中 

心落户滨州学院，为学校和企业、行业沟通提供了 

一个顺畅的交流与合作渠道。在软件技术专业的教 

学过程中，我系结合 CDIO 思想摸索出了一套适合 

用专科职业化改造的软件人才培养思路。 

（一）依据 CDIO 理念，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 

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逐步建设并完善“双校园制”“双导师制” ，实 

行“校企共建”“校企共管” ；学校和企业共同制订 

培养目标、共同确定适合培养软件企业所需人才的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学校和企业一同参与到整个 

人才培养过程中，并通过培养过程中的反馈情况共 

同完善软件人才评价的培养计划。学校紧密联系并 

主动的加入到行业协会中，引入行业协会的人才质 

量评价方法，及时监督、监测教学内容的完成度及 

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最终要达成高校软件技术人才 

培养与企业对软件人才要求的接轨。 

（二）研究基于 CDIO 理念的软件类应用型人 

才培养标准和目标，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实践能 

力体系的建设 

以“计算机与通信实验教学中心”为平台，依 

托“创新、创业、创意”中心，由企业和学校共同 

构建一个真实的软件企业开发环境，引入软件开发 

的工作过程，同时进行配套的管理制度和软件企业 

文化等建设。研究适合软件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标 

准、培养目标、培养方案以及课程体系的开始和构 

建适合软件企业需要的实践能力体系。 

（三）研究课堂教学、创新实践基地、实践环 

节、科研训练（SRTP）、学科竞赛在软件类应用型 

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 

依据  CDIO  的思想，以真实的软件项目的开 

发过程和使用维护的生命周期作为学生知识学习 

和能力培养的载体和环境，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软 

件系统的设计开发，进而培养出具有软件技术专业 

知识、软件开发实践能力、企业需要的职业素养的 

软件企业需要的软件技术人才，培养软件技术专业 

的学生在真实的企业、社会环境下对软件系统进行 

思考、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实现、运行管理 

和后期维护的综合素质。发挥课堂教学、创新实践 

基地、实践环节、科研训练（SRTP）、学科竞赛在 

软件类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 

（四）研究基于 CDIO 理念的软件技术人才的 

培养实施方式及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由软件企业提供真实的软件项目，由学校和软 

件企业的技术人员按照 CDIO 的思想，将一个真实 

的软件项目按照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的生命周 

期，设计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系列软件项目 

教学案例，构建一整套由一系列软件项目案例构成 

的软件技术综合实践课程体系。学生从低年级到高 

年级分别在上述系列软件项目中按由简单到复杂 

选择，在校企共同构建的学习环境中完成项目，学 

校内部的指导教师和企业派出的指导教师全程参 

与项目的整个运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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