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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就业能力评价及培养研究
桂海霞ꎬ薛　 菁ꎬ王向前

(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１)

摘　 要:大学生就业能力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ꎬ为培养出符合大数据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ꎬ对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就业能力进行评价ꎬ并提出相应培养方法ꎮ 从专业知识能力、个人素质和发展能力出发ꎬ采用熵权法对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就业能力进行评价ꎮ 结果表明:大数据下各单位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的实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尤其看重ꎮ 根据评价结果ꎬ提出了开展应用型实践、设计型实训、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ꎻ融合工程教育理

念、创新课程体系ꎬ激发学生创新能力ꎻ实行教育主体向学生转移ꎬ实现学生为中心ꎬ培养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ꎬ为培养大数据

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就业能力提供新思路ꎮ
关键词:大数据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ꎻ就业能力评价ꎻ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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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ꎬ带动了许多领域的改革ꎬ促进信息化社

会的进步ꎮ 同时ꎬ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ꎬ信
息技术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国际

影响力的标准ꎬ也是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ꎬ综合国

力的标准ꎮ 随着云端、数字终端的发展ꎬ信息数据

也呈现指数般增长ꎬ大数据已经成为人力资本、实
物资本的重要生产要素ꎮ 大数据环境下ꎬ对信息的

提取、收集、加工、处理的能力愈发重要ꎬ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应运而生ꎮ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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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ꎬ对提升人才培养倍加关注ꎬ而大学生就业能

力培养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关键ꎬ如何提高大数据背

景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是

高校关注的热点ꎮ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只是某种能力ꎬ而是多种

能力的集合ꎮ 张婧群[１] 指出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

分为 ３ 个层次:知识素养及理论储备能力、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ꎮ 程玮[２] 认为影响高

校大学生就业培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５ 个:专业设

置、职业规划、评价激励、校园文化、教学能力ꎮ 孙

庚等[３]对就业能力评价体系主要参考“德、智、体”
全面人才的教育方针ꎮ 以上研究都忽略了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特殊性ꎬ它是一个横跨多个学

科的交叉性专业ꎬ除了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数理能

力、管理基础、计算机应用能力外ꎬ还需要学生学以

致用ꎬ成为应用型人才ꎮ 马永霞等[４] 根据知识技

能、胜任力、自我管理能力、职业规划能力、领导力

和社会适应能力分析指标对就业能力的影响ꎮ 李

春灿[５]从基础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及发展能力 ３ 个

层次评价学生ꎮ 魏东婷等[６] 以学生为主体ꎬ对学生

能力进行评价ꎮ 不同的学者对培养各指标能力提

出见解ꎬ为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ꎬ张涛等[７] 认为

教学重点应落实到实践上来ꎮ 王有刚等[８] 指出必

须以市场为导向ꎬ实行“分层递进－分向培养”教学

模式ꎮ 在大数据环境下ꎬ马海群等[９] 指出旨在培养

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ꎮ 江雨

燕[１０]为强化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力ꎬ提出“四
位串联式”教学模式ꎮ 为培养学生专业能力ꎬ杨超

宇[１１]提出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考核

方式 ４ 方面培养学生专业知识ꎮ 为培养大数据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提供新思路ꎮ 为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ꎬ田世海等[１２] 以哈尔滨理工大学为

例ꎬ建立“平台＋模块＋实训＋竞赛”四维一体教学

平台ꎮ
针对上述学者对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以及培养

侧重点的研究ꎬ为培养符合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人才ꎬ从学生专业知识能力、个人素质、
发展能力构建 ３ 级指标专业能力ꎬ通过问卷调查法

向安徽理工大学全校师生及企业人员了解各指标

权重ꎬ针对认可度较高的能力提出相应的培养方法ꎮ

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就业能力结构

研究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主要从企业角度、大
学生自身角度和老师角度方面出发ꎮ 从企业角度

出发ꎬ大学生需要拥有高度责任心和良好的工作习

惯ꎻ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而言ꎬ大学生需要拥有自主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及快速适应周边环境的能力ꎻ
从老师角度出发ꎬ需要培养大学生相关专业知识及

技能ꎮ 就业能力是指初次获得就业机会ꎬ保持连续

就业以及在就业之后能够继续胜任本职工作的基

本能力和素质ꎬ是对就业者所具备的就业能力的考

察ꎬ也是从心理特征角度全面测量与工作绩效最相

关的能力ꎬ包含专业知识能力、个人素质、发展能

力ꎮ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作为一门综合性学

科[１３]ꎬ要求学生拥有良好的数理基础ꎬ系统设计与

分析能力ꎬ应用能力[１４]ꎬ大数据下对数据挖掘也尤

为重要[１５]ꎮ 在就业过程中ꎬ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和

适应能力是在企业生存的基础ꎬ应变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是沟通的基础ꎬ具备基本个人素质是就业的

前提ꎮ 而具备发展能力是在企业得到提拔的核心ꎬ
发展能力不仅体现在自我提升上ꎬ还体现在对企业

整体的促进ꎮ 加强自我提升能力、创新能力、核心

技能的培养ꎬ提升自我ꎬ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和领

导能力提高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１６]ꎮ
根据能力结构内涵ꎬ参照以往同类型调查问

卷ꎬ征求就业指导老师意见ꎬ经过修改、完善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ꎬ如
表 １ 所示ꎬ指标重要程度等级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专业知识能力 Ａ

计算机运用 Ａ１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能力 Ａ２

数据挖掘能力 Ａ３

实践应用能力 Ａ４

数理能力 Ａ５

个人素质 Ｂ

自我管理能力 Ｂ１

适应能力 Ｂ２

应变能力 Ｂ３

团队协作能力 Ｂ４

发展能力 Ｃ

自我提升能力 Ｃ１

领导力 Ｃ２

创新能力 Ｃ３

组织管理能力 Ｃ４

核心技能 Ｃ５

表 ２　 指标重要程度等级

重要程度等级 含义

１ 极不重要

２ 不重要

３ 一般

４ 重要

５ 非常重要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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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就业能力评价

２.１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的评价方法ꎬ是根据各指标

变异程度ꎬ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权重ꎬ再根据

熵权对各指标进行修正ꎬ从而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ꎮ
１)数据标准化ꎮ 首先将所给指标值进行标准

化处理ꎬ假设给定 ｋ 个指标 ｘ１ꎬｘ２ꎬ...ꎬｘｋꎬ其中 ｘｉ ＝
{ｘ１ꎬｘ２ꎬ...ꎬｘｎ}ꎬ对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为 Ｙｉｊꎬ

Ｙ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

ｍａｘ(ｘｉ) － ｍｉｎ(ｘｉ)
ꎮ

２)指标信息熵ꎮ 指标信息熵反映该指标的变

异程度ꎬ信息熵越小ꎬ表明该指标变异程度越大ꎬ所
提供的信息越多ꎬ则在评价中越重要ꎬ其计算公式

为: Ｅ ｊ ＝ － ａ∑ ３

ｉ ＝ １
ｐｉｊ ｌｎ ｐｉｊ ꎮ 其中 ａ ＝ １

ｌｎ ｋ
ꎬ规定 ０×

ｌｎ ０＝ ０ꎮ

３)指标权重ꎮ 指标权重公式为 ｗ ｉ ＝
１ － Ｅ ｉ

ｋ － ∑Ｅ ｉ

( ｉ＝ １ꎬ２ꎬ...ꎬｋ)ꎬ反映各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影响程

度ꎮ 再根据各指标权重ꎬ对就业能力进行评价ꎬ公

式为 Ｚ ｌ ＝ ∑ ３

ｉ ＝ １
ｘｌｉｗ ｉ ꎮ

２.２ 就业能力评价

通过向安徽某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级所有在校学生、老师(专家)及相关企

业负责人发放调查问卷ꎬ由于信管学科横跨多个学

科领域ꎬ需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

学院、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老师进行发放调查问

卷ꎮ 实施过程中ꎬ学生主体较大ꎬ需分班级进行调

查ꎬ由班长、学委负责问卷的审核ꎬ对于不在校的老

师、企业负责人可采用邮件或网络模式进行调查ꎮ
要求调查者对问卷中 １４ 个指标进行打分ꎬ打分范围

为 ０~５ꎮ 共发放 ５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５０ 份ꎬ其中

学生 ３２０ 份、老师 ５０ 份、企业负责人 ８０ 份ꎬ回收率

为 ９０％ꎮ
首先对 ４５０ 份有效问卷分类ꎬ进行归一化处理ꎬ

分类及处理结果如表 ３~４ 所示ꎮ
由表 ４ 可知ꎬ企业、学生、老师都尤其看重实践

应用能力ꎬ归一化值为 １ꎮ 当各指标归一化值为 １
时ꎬ其熵权为 ０ꎬ说明该指标未对提供有效信息ꎬ可
以舍去ꎮ 然后对标准化后的数据的评价主体进行

求解ꎬ求解后的数据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３　 评价体系结果分类 份

二级指标

重要程度等级

１ ２ ３ ４ ５
企业 学生 老师 企业 学生 老师 企业 学生 老师 企业 学生 老师 企业 学生 老师

Ａ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８ ０ ３８ ８６ １２ ４２ １９６ ３８
Ａ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１００ １７ ３８ １２０ ２５ ３４ １００ ８
Ａ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３ ５７ ８ ３５ ７１ ８ ２２ １９２ ３４
Ａ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０ ２ ３０ ８０ ６ ４９ ２２０ ４２
Ａ５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２４ ９５ ２１ ２４ １２２ １４ ３２ ９８ １５
Ｂ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４０ ０ ２４ １０２ ２６ ４５ １７８ ２４
Ｂ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２６ ４０ ５ ３０ １００ ２３ ２４ １７７ ２２
Ｂ３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３ ２０ ８７ １６ ２６ ９１ １４ ３４ １２２ １７
Ｂ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４ ５５ １２ ２６ ９９ ２５ ４０ １６６ １１
Ｃ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４３ ５ ２５ ７８ １５ ４２ １９９ ３０
Ｃ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６ ６２ ２０ ３０ ８６ １６ ２４ １７２ １３
Ｃ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２３ ３ ２４ ８５ ８ ４９ ２１２ ３９
Ｃ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３ ５０ ４ １４ ８８ ２２ ３３ １８２ ２４
Ｃ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３０ １９ ３４ ８５ １８ ３２ ２０５ １３

表 ４　 指标数据归一化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企业 ０.８８ ０.５６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２０ ０.７２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００ ０.８８ ０.０４ ０.２０
学生 ０.７９ ０.０３ ０.６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６７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７９ ０.５７ ０.９５ ０.６６ ０.８８
老师 ０.９６ ０.０８ ０.７１ １.００ ０.０６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６９ ０.００ ０.９２ ０.５９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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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指标信息熵

企业 学生 老师

信息熵 ０.９９ ０.８９ ０.８２

　 　 对表 ５ 的信息熵权重分析ꎬ分析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表 ６　 指标权重

企业 学生 老师

信息熵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６０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老师所占权重最大ꎬ其建议对

人才培养有较大影响ꎮ 老师在学校教指委的指导

下ꎬ同时征求学生的建议制定具体人才培养方案ꎬ
再依据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计划ꎬ并对其合理性进行

论证ꎮ 根据信息熵权指标权重对数据进行评价ꎬ评
价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表 ７　 就业能力评价

能力 评价 能力 评价

计算机运用能力 Ａ１ ４.６５ 应变能力 Ｂ３ ３.９４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能力Ａ２ ３.９０ 团队协作能力 Ｂ４ ４.０３
数据挖掘能力 Ａ３ ４.４６ 自我提升能力 Ｃ１ ４.４９
实践应用能力 Ａ４ ４.７３ 领导力 Ｃ２ ３.９９
数理能力 Ａ５ ３.９２ 创新能力 Ｃ３ ４.６６
自我管理能力 Ｂ１ ４.４６ 组织管理能力 Ｃ４ ４.３９
适应能力 Ｂ２ ４.３５ 核心技能 Ｃ５ ４.１３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ꎬ各界认为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学生最应该培养的就业能力分别是实践

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ꎮ 实践应用

能力是将所学知识进行升华的基本活动技能ꎬ是对

知识的巩固ꎮ 而创新能力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

备技能ꎬ是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的关键ꎮ 计算机应

用能力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习的基础ꎮ

３ 培养方法建议

针对上述对大数据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学生就业能力的评价可知ꎬ实践应用能力、创新

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对于信息关于与信息技术

专业学生来说尤为重要ꎬ对于如何培养符合大数据

时代的人才提出以下几点建议ꎮ
３.１ 开展应用型实践、设计型实训

针对教学活动中实验环节少ꎬ学生缺少感性认

识和实践机会等问题ꎬ提出应用型实践、设计型实

训的解决方法ꎮ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具

有多样性、互动性、系统性等特点ꎬ根据专业特色和

知识体系结构ꎬ进行应用型实践教学ꎮ 学校应积极

引进社会资源ꎬ深化校企合作ꎬ响应教育部“重实

践ꎬ轻书本”要求ꎬ为学生实训、实践创造条件ꎮ 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ꎬ首先要强化老师实践意识ꎬ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善于激发学生求知欲ꎬ在实践中引导

学生完成“资料收集—确立方案—企业调研—系统

开发—完成实验—交流讨论—总结报告”这几个阶

段ꎬ来拓展学生知识范围ꎬ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和组织管理能力ꎮ 同时ꎬ应注意因材施教ꎬ不同年

级的学生ꎬ着重培养的能力不同ꎬ实行分阶段教学ꎮ
针对低年级学生ꎬ着重培养基础应用能力ꎬ而高年

级学生根据各学生发展着重培养信息系统分析与

设计能力、数据挖掘能力等ꎮ
３.２ 融合工程教育理念ꎬ创新课程体系

为培养符合大数据时代需要的信息管理专业

人才ꎬ着重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及系统研发能力ꎬ
紧密结合“专业素质链”相关课程ꎬ将工程教育理念

与实践应用能力融入教学课堂中去ꎮ 将工程教育

和实践教学融入课程教学中ꎬ以工程教育为核心带

动课程体系的建设ꎮ 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ꎬ开展课

堂讨论、研究分析等方法ꎬ激发学生创造力ꎬ引导学

生总结前人经验教训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问

题ꎬ将创新能力融入课程教学ꎬ强化创新意识、创新

能力、创新思维ꎬ实现“由点到面”的递进式创新能

力培养ꎮ
３.３ 教育主体向学生转移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ꎬ学生仅依靠老师

上课内容来拓展知识面是远远不够的ꎬ因此老师要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ꎮ 实施学习产出的教学模式ꎬ实
现教育主体由“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转移ꎬ强
调教学过程是输出而不是输入ꎮ 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ꎬ通过自主学习不断更新信息技术知识结构ꎬ以
适应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需要ꎬ改“授之以鱼”为
“授之以渔”ꎮ 其次还需注意学生上机操作ꎬ做到精

讲ꎬ少讲ꎬ让学生有充足时间进行操作ꎬ在操作中消

化所学知识ꎮ
在评价学生学习成果时应强调自我评价ꎬ而不

是学生之间比较ꎬ评判标准为“达到 /未达到”自身

目标ꎮ 由于各个学生所定目标不同ꎬ达到标准也不

同ꎬ故评价结果没有可比性ꎬ无法进行比较ꎮ

４ 结语

本文根据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需求现

状ꎬ结合各界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大数

据环境下就业能力评价指标ꎬ把握大数据时代带来
(下转第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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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与挑战ꎬ将人才培养落实到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具体建设中ꎬ着重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

力、创新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ꎮ 将素质教育与实

践操作、创新能力、专业能力、理论学习、融为一体ꎬ
开拓性提出符合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高级人才培养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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