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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做好 “互联网 ＋”时代信管专业的教学体系改革，开展了面向信管专业学生、
授课教师和用人单位的专业认知和人才培养建议调查。调查表明，我国信息化建设重点转向技

术与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和数据有效利用；慕课教育、网上学习对现行教学模式最具冲击；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智能制造、商务智能等，是当前信息管理领域的热点技术
和理念；当前应加强数据挖掘与分析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教育受众的信息素养显著提高。

据此，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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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专业认知是学科发展、专业建设与改革、人

才培养的基础。目前人们关注的是大学生的专业

认知，其内涵主要包括专业的培养目标、学习内

容、学习要求、发展历程与前沿、基本学习工具，

以及未来从事职业的工作特点、工作内容和发展

方向等［１］。良好的专业认知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

对专业的认同度和热爱，有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

学习，有利于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

养，高校已普遍开展专业认知教育。然而，专业

认知应不仅是学生的专业认知，还应包括学校、

教师、社会 （或用人单位）的专业认知，尚未见

到这方面的研究。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信管专业）可以

说与信息社会概念相伴而生，它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的电子处理系统 （ＥＤ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管理学院开创了管理信息系统学

科。１９７８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经济
信息管理专业，１９９８年教育部在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二级学科。

目前，信管专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巨

大变化。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创新
活跃，发展迅猛，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种管理新理念、新模式、

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出现，如众包、众创、众筹、

长尾理论、六度理论、智能制造、数据分析、技

术与管理的深度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等等。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趋势或现实，深刻影响

企业的运作与发展、各类机构的运营，以及人们

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这一切发生的根源在于：

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以互联网

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正

在形成［２］。从该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

“互联网＋”时代。
值此环境，为实现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服

务社会的三大目标，需要对信管专业的教学体系

做变革。因此，我们从信管专业面临的外部环境、

专业基本素质、专业知识与能力需求、教育受众

等方面，开展面向学生、教师和用人单位的信管

专业认知调查。从检索的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

究很薄弱。

二、文献回顾

（一）专业认知

目前，专业认知研究仅限于大学生的专业认

知，可分为专业认知调查、专业认知教育和其他。

１．专业认知调查方面研究。王昕红等调查全
国７省市１３所高校１８３１名工科女大学生的专业认
知和学习现状，探讨了专业认知及学习现状的影

响因素，提出了促进工科女大学生学习和发展的

方法和途径，认知调查包括工程学科性质、学科

知识／技能重要性、专业倾向性、学习满意度
等［３］。鲍立泉和胡佩延调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大一至

大四学生的专业认知情况，以服务该专业的教育

定位，调查内容包括对专业培养计划、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学习要求、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学

生对专业的满意度、期望符合度、专业认同感、

个人发展目标设定［４］。杨爱君和张玉华调查山东

省内十所高校的２０１０年会计专业大四学生的专业
认知，对比分析了四年前和四年后的专业认知，

提出了面向就业的专业教育改进建议［５］。胡月对

南京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专业１７４位高年级学生进行
调查，获取他们对专业界定、专业发展优劣势、

专业性和培养目的、从事职业具体内容等方面的

认识，服务专业培养方案改革［６］。范文燕等对江

西省４所医学院校１０１１名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进
行调查，从报考原因、专业兴趣、专业优势、职

业认同度、学习目标、毕业去向及协议期满后规

划等方面反映定向医学生的专业认知情况，分析

存在问题及原因，给出了培养模式改进建议［７］。

陈浩等调查某校卫生信息专业４个年级１９３在校生
的专业认知现状，包括报考原因、发展前景、社

会需求量、就业形势、就业方向、意向就业单位、

就业考虑首要因素、欠缺的关键素质、学习首要

困难等，服务专业课程设置和专业认可度提高［８］。

付立宏和张锦萍对１５所高校信管专业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从专业认识、专业情感和专业投入３个维
度获取学生对信管专业的认可度情况，分析了影

响信管专业认可度的因素，给出了提升专业认可

度的建议［９］。

２．专业认知教育方面研究。孙翔洲等从教育
的必要性、性质与目标、内容与要求、实现途径、

实施保障等方面，对专业认知教育进行了初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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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１０］。杜玮等构建一个面向材料类专业大学生的

渐进 式 专 业 认 知 教 育 体 系［１１］。宋 萍 利 用

ＴＯＰＣＡＲＥＳ－ＣＤＩＯ的工程教育理念，重新构思和
设计信管专业的导论课程［１２］。马利等通过分析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本科电子信息类专业认知教育

课程 “电子系统工程介绍”的课程内容设置、教

学手段、实验方式及考核方法，结合国内认知教

育的开展，探索本科电子信息类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１３］。

３．其他方面研究。毛芳才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法选取贺州学院各年级本科生，从专业认识、专

业认同感、专业认知行动等三方面探究大学生专

业认知能力提升的可行途径［１４］。张洪峰和夏怡通

过对高职新生、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

分析专业认知程度对高职毕业生成功就业的影

响［１５］。袁红从教学模式、内容、方法手段等三方

面，构建基于专业认知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教学

体系［１６］。聂二辉和周旖研究档案学专业学生的专

业认知过程，分析了不排斥、接受、认同、兴趣

和奉献等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提出每一

认知阶段的进阶策略［１７］。

（二）信管专业调查与分析

信管专业的问卷调查研究较多，主题集中在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上。

１．面向信管专业学生的调查研究。张伟等问
卷调查山东大学信管专业大三和大四 ７８位学生，
分析在一技之长、课程体系、核心课程、课程内

容、实践教学、选课制度、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探讨了人才培养模式及相关专业建设方

案［１８－１９］。谈大军等调查华南师范大学信管专业第

一届７３位毕业生，获取学生对本专业的发展方向、
知识结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

材选择、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看法［２０］。何斌等对广

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信管和电商专业大三、

大四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取学生对两个专业的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水平的评价，以及学

生课外学习和实践情况等信息，从教和学两方面

提出了专业建设建议［２１］。查先进和杨海娟对湖北

三所高校信管专业２７０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影响学生参与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

因素［２２］。张志琪和邓胜利网上问卷调查国内信管

专业学生对 ＵＣＤ（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的学习与

感知有用性，提出了结合 ＵＣＤ的信管专业课程体
系改革思路［２３］。章燕华等从实践教学基本情况、

满意度与态度、需求与建议等三方面，问卷调查

我国２５所大学信管类专业的２２４名学生和其中２１
所大学的３６名教师，分析信管专业实践教学存在
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２４］。

２．面向信管专业学生和用人单位的调研研究。
黄成等以重庆医科大学信管专业 （医药卫生方

向）４０名在校生、４０名毕业生和来自２０家卫生
信息化相关行业机构的 ４５名从业人员为调查对
象，调查在校生择业预期及毕业生就业现状，分

析在校生与毕业生在就业地与就业单位选择、择

业因素、个人特质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校生与

用人单位对信管专业学生就业能力认知的差

异［２５］。郭秋萍等对全国范围内的１５８家企业和河
南某两所高校信管专业学生进行抽样调查，从专

业的社会认同、核心领域、课程体系、培养形式

等方面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了信管专业建设理

念、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体系改革方案［２６］。唐开

源等对随机抽取的６０所一、二、三级医院的２７９
名部门负责人和２９４名卫生信息管理技术人员进
行调查，了解卫生信息管理技术人员的需求、适

合工作岗位，以及对其知识、能力、综合素质的

要求，分析加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建设的必

要性［２７］。

三、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调查围绕信管专业学生能力需求，从我国信

息化现状、竞争性专业、课外学习途径、专业基

本素质、应加强的专业知识、毕业生专业能力、

教育受众等方面设计了三种调查问卷，分别针对

用人单位、教师和信管专业学生，见表１。共发放
问卷５５０份，其中用人单位２００份、学生３００份、
老师 ５０份。用人单位问卷包括纸质线下问卷和
《问卷之星》线上问卷，涉及的机构有政府机关、

金融业、制造业、ＩＴ业、商业企业、事业单位、
私营与个体企业，共收集有效问卷１９２份。学生问
卷发放对象是合肥工业大学信管专业全体在校生，

其中大一４１份、大二９６份、大三８３份、大四５５
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２７５份。教师问卷的发放对
象是该校信管系和工商系教师，共收集有效问卷

３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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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问卷设计

条目 条目 条目

１我国信息化建设现状
Ａ信息化基础设施基本完备
Ｂ注重数据的有效利用
Ｃ注重技术与管理的融合
Ｄ企业成为信息化服务的主体

　

２竞争性专业
Ａ物流管理
Ｂ工商管理
Ｃ电子商务
Ｄ计算机相关专业
Ｅ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Ｆ卫生信息系统专业

３课外学习途径
Ａ慕课教育
Ｂ远程教育
Ｃ专业资格的培训机构
Ｄ百度文库
Ｅ知网
Ｆ网上学习

４信息管理相关新技术
Ａ大数据
Ｂ物联网
Ｃ移动互联网
Ｄ云计算

　

５企业管理新理念
Ａ精益管理
Ｂ商务智能
Ｃ互联网＋
Ｄ智能制造
Ｅ工业云 （云制造）

　

６企业最关注理念
ＡＥＲＰ（企业资源计划）
ＢＭＥＳ（制造执行系统）
ＣＡＰＳ（高级计划排程系统）
ＤＶＭＩ（供应商管理库存）
Ｅ物流管理
Ｆ供应商管理

７应加强的专业知识
Ａ工商管理类
Ｂ计算机编程类
Ｃ数据挖掘分析类
Ｄ系统分析与设计类
Ｅ管理决策类
Ｆ运筹优化类

８毕业生专业能力
Ａ信息获取、处理和分析方面的能力
Ｂ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素养
Ｃ软件运用能力
Ｄ运作优化能力 （设计算法来解决问题）

Ｅ系统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能力
　

９大一新生对信息技术的了解
Ａ不了解很差
Ｂ了解较少较差
Ｃ基本了解
Ｄ非常熟悉

１０上大学前接触的信息技术或知识
Ａ电脑基本操作 （如Ｏｆｆｉｃｅ工具使用）
Ｂ互联网使用 （如信息检索、网上购物等）

Ｃ编程或应用专业软件解决问题
Ｄ移动互联网使用 （如即时通讯，ＡＰＰ等）

四、结果与分析

（一）专业外部环境

调查关注的信管专业面临外部环境包括：我

国信息化建设现状、竞争性专业、课外学习途径，

信管专业学生、授课教师和用人单位等三类对象

的统计数据如图１所示，图中数据为选项得票数占
群体问卷数的百分比，为标注方便，采用四舍五

入后的结果。根据调查对象数量与对象属于群体

的整体数量，学生问卷调查能代表其所属群体，

可进行群体内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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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信管专业外部环境认知分布

　　在我国信息化建设现状认知上，三类调查
对象基本一致，选项 “信息化基础设施基本完

备”的认同度最高，最低比例超过 ６７％；其次
是选项 “注重技术与管理的融合”，最低比例超

过５１％；选择 “注重数据有效利用”位列第

三，最低比例超过 ４４％；选项 “企业成为信息

化服务主体”最低，最低比例超过 ３２％。这说
明在后续的教学改革上，要加强数据分析教学、

企业实践环节，提高对数据利用与分析、信息

化服务主体变化的认识。除选项１－Ａ外，企业
的认同度均低于信管专业学生和授课教师。从

学生年级维度来看，大一和大三学生的认知一

致，依次为：１－Ｃ、１－Ａ、１－Ｂ、１－Ｄ；大二和
大四学生的认知一致，依次为：１－Ａ、１－Ｃ、１－
Ｂ、１－Ｄ，数据分析与利用未引起学生高度重视。
学生补充的选项为大中小城市信息化基础健全、

偏远地区不完善。

在信管专业的竞争性专业上。授课教师认为

计算机软件、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专业的竞争

性较高，比例分别超过 ９０％、７７％和 １９％。用
人单位认为物流管理、计算机软件、地理信息系

统、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专业的竞争性较高，

比例分别超过 ７４％、４２％、３８％、２６％、１７％，
这反映了互联网 ＋时代用人单位对物流管理人才
的现实需求。信管学生认为计算机软件、电子商

务、工商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的竞争性较高，

比例分别超过８３％、６４％、２８％、１４％。从学生
年级维度来看，对计算机软件专业的竞争性认

知，从大一到大四比例一直超过７９％，大四超过
９４％；对电商专业的竞争性认知，大一和大四比
例在７０％左右，大二和大三比例在６０％左右；对

工商管理的竞争性认知，从大一到大三学生相差

不大，在 ３０％左右，大四学生则显著下降至
１６％；对物流管理专业的竞争性，从大一到大三
学生，比例上升至２９％，大四下降至５４％。此
外，学生补充的竞争性专业还有信息工程、信息

安全专业。

在课外学习途径上。教师认为慕课教育、远

程教育、网上学习、专业资格培训机构对现行高

等教育有较大冲击，比例分别超过 ７４％、４５％、
２９％、２２％。用人单位认为专业资格的培训机构、
远程教育、百度文库、知网、慕课教育、网上学

习对现行高等教育有较大冲击，比例分别超过

６９％、５０％、４４％、４０％、２７％、２６％。当然，对
该问题，学生最有发言权，依次为百度文库

（７０５％）、知网 （４３６％）、慕课教育 （３６７％）、
远程教育 （２６２％）、专业资格培训机构 （２１％）、
网上学习 （１６３％）。从学生年级维度来说，慕课
教育的认同比例逐渐上升，大四至４２％，老师认
为它是最有冲击的教学模式，说明高校需要加强

慕课教学形式；远程教育、专业资格培训机构、

网上学习等的认同比随年级有所上升，但总占比

不高；百度文库总体上比例最高，但随年级逐渐

下降，体现出它主要起知识学习作用，而知网则

随年级逐渐上升，体现出学生学习重心的转变，

科研参与度逐渐加深。此外，学生补充的课外学

习途径有百度传课、腾讯课堂、网易云课堂 （公

开课）、学习网站、我要自学网、论坛、书籍自

学。企业补充的课外学习途径有网络资源、网络

（网易／视频）公开课、企业培训和自学等。
（二）专业基本素质

本次调查关注的专业基本素质包括：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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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的最新技术、企业管理新理念、企业最关

注理念。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的信管专业基本

素质认识分布如图２所示。

图２　信管专业基本素质认知分布

　　在最新ＩＣＴ技术认知上，三类调查对象的认同
度较高。大数据选项位列第一，最低比例超过

８８％；云计算次之，最低比例超过 ７５％；物联网
位列第三，最低比例超过７２％；移动互联网列第
四，最低比例超过 ６７％，这可能是熟视无睹吧。
从学生认知分布来看，该校学生对最新ＩＣＴ技术非
常了解，这可能与该专业教师认知和科研侧重点

有关，反映了该专业的特色。大数据是当前的热

点，各年级学生高度认可，最低比例超过 ８９％；
其他选项认可度，总体上随学生年级有上升趋势，

这体现了专业知识学习上的逐渐深入。学生补充

的选项有：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车

联网。

在企业管理新理念上，互联网 ＋选项的认同
比例最高，学生、教师、用人单位的认同度分别

超过：８５％、９３％、７８％。智能制造选项位列第
二，三类对象的认同度分别超过 ６１％、７４％、
６４％。商务智能选项的认同度分别超过 ６３％、
５５％、５１％，位列第三。工业云选项的认同度略低
于商务智能，分别超过 ４９％、５５％、５３％。精益
管理选项的新理念认同度最低，分别超过 ３９％、
２３％、４０％，可能它应是企业最关注理念，而不是
新理念。从学生认知分布来看，大一学生的认同

度顺序为５－Ｃ、５－Ｂ、５－Ｅ、５－Ｄ、５－Ａ，大二
学生的认同度顺序与大一学生基本一致，仅需调

换选项５－Ｅ和５－Ｄ的位置。大三和大四学生的
认同度顺序是一致的，依次是５－Ｃ、５－Ｄ、５－
Ｂ、５－Ｅ、５－Ａ。学生补充的选项有数据挖掘和数
据驱动。

在企业最关注理念上，ＥＲＰ位居首位，学生、
教师、用人单位的认同度分别超过 ８７％、７４％、
８５％。ＭＥＳ和ＡＰＳ的认同度基本相当，三类对象
对ＭＥＳ的认同度分别超过５７％、４８％、５８％，对
ＡＰＳ的认同度分别超过 ５５％、４８％、６１％。ＶＭＩ
的认同度紧随其后，分别超过４６％、４５％、４６％。
再后为供应商管理，认同度比例分别超过 ３０％、
２５％、１８％。最后为物流管理 （或第三方仓库），

比例分别超过 １５％、１６％、１７％。从学生认知分
布来看，各年级学生认为 ＥＲＰ是企业当前的关注
热点，最低比例超过８２％。选项ＭＥＳ和 ＡＰＳ的认
同度随年级逐渐降低。ＶＭＩ、物流管理 （第三方仓

库）、供应商管理等选项的认同度随年级逐渐上

升，这体现了随着学习深入和科研活动参与，学

生的关注点逐渐具体。教师补充的选项是 ＥＲＰ与
互联网＋的结合，学生补充的选项是供应链。

（三）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需求

这里的专业知识需求指在今后教学中应加强

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需求指信管专业毕业生应

具有的能力。这两方面的调查数据分布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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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专业知识与能力需求认知分布

　　１应加强的专业知识
从总体分布来看，学生认为应加强的专业知识

顺序为计算机编程类 （７１％）、数据挖掘分析类
（６０％）、系统分析与设计类 （５１％）、管理决策类
（４７％）、运 筹 优 化 类 （３２％）、工 商 管 理 类
（１９％）。授课教师和用人单位认为应加强的专业知
识顺序为数据挖掘分析类、管理决策类、运筹优化

类、系统分析与设计类、计算机编程类、工商管理

类，认知分布分别为： （９４％、５８％、５８％、５５％、
３９％、１９％）、（７２％、６０％、５９％、５４％、３４％、３３％）。
由这些数据，学生更关注技能性知识和当前热点

知识，而对思想和方法类知识重视不够。教师和

用人单位更关注前沿热点以及思想和方法类知

识，二者的区别主要在数据挖掘分析类和工商管

理类知识，这反映了二者工作的差异，教师更注

重科研与教学，用人单位更注重经世与实用。

从学生认知分布来看，工商管理类知识的重

视度一直是最低，在大二和大三随着这方面课程

的开设，升高至２５％左右，在大四再度降至１０％
以下。这应与学生考研、就业，以及工商管理类

知识的辅助性和基础性有关。计算机编程类和数

据挖掘分析类知识的重视度一直位居前两位，它

们的最低比例分别超过６３％、５２％。值得注意的
是，数据挖掘分析类知识的重视度在前三个年级

相差不是太大，大四则突升至８０％，这应与学生
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有关。系统分析与设计类知

识的认知度，各年级学生相差不大，在 ５０％左
右。管理决策类知识的重视度整体随年级呈下降

趋势。运筹优化类知识的重视度比较稳定，３０％
左右。学生补充的选项是基于 Ｌｉｎｕｘ的决策分析
类知识。

２毕业生专业能力
在信管毕业生应具备的专业能力上，学生、

授课老师、用人单位的看法基本一致。信息获取、

处理和分析方面的能力位居第一，最低比例超过

８７％。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素养次之，最低比
例超过６１％。后面依次是软件运用能力、运作优
化能力、系统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能力，学生

和用人单位更看重软件运用能力，教师更看重系

统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能力。

从学生分布来看，在信息获取／处理和分析方
面的能力、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素养上，４个
年级的认知一致，它们也高居前两位。在软件运

用能力上，随年级呈上升趋势，大四更突升至

７１％。在运作优化能力的认知度上，大一和大四学
生较低，大二和大四学生较高。在系统评估理论

与方法的应用能力的认知度上，随年级呈下降趋

势。学生补充的选项是编程能力。

（四）教育受众的信息素质

本次调查关注大一新生的信息素养。对学生

调查其上大学前接触的信息技术与知识情况。对

教师和用人单位，调查其对大一新生信息素养的

认知。两类调查数据的分布如图４所示。在大一新
生对信息技术的了解程度上，教师和用人单位高

度一致，选项 “基本了解”的比例远高于其他选

项，其次是 “了解较少”选项，再次是 “非常熟

悉”选项，认为学生不了解信息技术的比例极低。

从学生认知分布来看，互联网使用、电脑基

本操作、移动互联网使用分列前三，４个年级学生
的认知度相差不大。在编程或应用专业软件解决

问题上，４个年级学生的认知度均非常低。学生补
充的选项有电子图书、“知乎”网络问答社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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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收音机。

综上，大一新生的信息素养较高，熟悉电脑、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的使用，但很少涉猎信息

技术的较深层次应用。

图４　大一新生信息素养认知分布

（五）信管专业人才培养建议

１用人单位建议
用人单位建议可归类为：培养目标、培养思

想、实践、教学、知识、素质与能力等方面，具

体如下。

（１）培养目标。培养多方面涉略的全方位复
合人才、信息化应用型人才、信息技术推广与实

施人才，以及利用信息发现、分析和处理问题

人才。

（２）培养思想。强化专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建立长效培养跟踪管理机制。理论学习与实践相

结合。加强素质和技能培养；注重专业技术与管

理技能培养的结合。打好基础，注重拓展，强调

知行合一。结合国内实际，借鉴国外人才培养经

验。加强专业对口工作宣传。

（３）实践。注重实践，及早参与实践。加强
实践环节和实践培训，增强企业和社会实践。多

提供与企业对话机会，熟悉企业运营流程与部门

业务流程，深入了解一线城市企业需求。

（４）教学。多实施小型案例教学，理论知识
实践化。提高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增

加培训类课程，注重培训的及时性。

（５）知识。加强基础知识、管理知识、多种
结构性知识、综合知识学习；强化系统深入的专

业知识学习和培训；以专业综合知识为主，计算

机专业系统知识为辅；加强战略规划、企业业务、

企业管理、销售、系统开发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与

培训。

（６）素质与能力。注重信息管理战略思维、
新兴思维、信息管理意识、创新意识的培养。注

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领导能力、良好沟通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实践能力、技术创新能力、

基本管理能力、企业管理能力，以及管理经验和

行业前瞻性认识。加强新技术学习，掌握常用软

件或工具。

２师生建议
（１）教师建议。以应用为导向培养人才，理

论联系实际；加强计算机与信息管理方面的实践

教学，增强运用信息技术解决管理问题能力；改

变教学模式，注重自学和自主能力培养；紧跟信

息技术发展新趋势，将最新技术引入教学大纲、

课程和教学，开设新兴信息技术与数据分析课程。

（２）学生建议。大一学生尚未接触专业课，
其建议更多地体现为自身的愿望、想象，比较宏

观，不具体；建议也反映出了学生对专业知识学

习的渴望和迫切。大二学生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

反映最多的建议是多实践，其次是知识要学得精

细一些，再次是加强编程能力培养。大三主要是

专业课学习，排在第一位的建议仍然是多实践，

其次是个性化培养。大四的主要学习任务是创新

实践、毕业设计，受就业压力影响，学生建议偏

重实用和技能，排在首位的仍是多实践。

五、结论

通过对学生、授课教师和用人单位的信管专

业认知问卷调查，可得出以下结果： （１）我国信
息化基础设施基本完备，信息化建设重点转向技

术与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和数据有效利用； （２）
计算机软件、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专业对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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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最具竞争性； （３）慕课教育、网上学习、远
程教育对信管专业教学模式最有冲击； （４）与信
息管理相关的新技术依次是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 （５）当前企业管理领域的新
理念依次是互联网 ＋、智能制造、商务智能，企
业最关注的三项理念是 ＥＲＰ、ＭＥＳ和 ＡＰＳ； （６）
信管专业当前最应加强的知识是数据挖掘与分析，

教师和用人单位认为还应加强管理决策等思想和

方法类知识，而学生更关注计算机编程类等技能

性知识；（７）信管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专业能力
依次为：信息获取、处理和分析方面的能力，信

息化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素养，软件运用能力、运

作优化能力、系统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能力；

（８）大一新生的信息素养较高，有良好的信息基
础，但很少涉猎信息技术的深层次应用。

人才培养主要建议有：注重能力和技能培养，

培养复合型的应用人才；将最新信息技术、管理理

念引入教学，应用新型教育技术和手段；加强实践

教学，与企业合作，多实践；加强个性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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