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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革，新兴职业不断涌现，对掌握高技术、精通高技
能、具备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需求空前高涨。

高校作为引领新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正通过开设相关课程、调整专业结构、优化教学内
容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兴职业的挑战。

新职业离不开人才的加入，湖南高校如何对接产业、职业的需求？湖南省职业教育院校将如何
调整专业布局，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连日来，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多方采访。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高煜棋 王智芳

职业“上新”，人才培养咋跟上
调整专业布局，湖南高校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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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业开设的最大问题是能否满足学
生的学习需求和就业需求。面对大量新职业
的涌现，湖南高校积极调整专业布局，保证
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市场精准输出。

“今年学院的迎新大会上，杨智院长就
激励我们：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作为新
时代的产物，不仅承载着技术革新的使命，
更是智慧与管理的深度融合， 预示着无限
可能。”湖南大学2024级学生赵洋帆告诉记
者， 作为湖南大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本科
专业的首届学生， 他对自己的专业充满了
热情和期待：“我想成为一名既精通大数据
技术， 又深谙管理之道的经世致用型商业
领袖。”

“学院老师时常和我们强调网络媒体的
重要性，这也是我们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如今
必须掌握的技能。”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2022级学生万彦汝告诉记者， 同学
们都知道“网络主播”已获得“国字号”认可，
对该专业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为了让学生对于各类网络媒体的制作、
运营更加熟练，在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社会化媒体实践与理论》和《新媒体视
听内容与运营》课程中，老师会针对不同媒
体让学生探索其新媒体产品制作、 运营方
法， 也会在不同的课程中锻炼学生即兴表
达、直播上镜的能力。

“提高专业结构和地方产业结构的契合
度是学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要求。” 长沙
财经学校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学校将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做好专业调整工
作，提升专业建设的适应性和吸引力。

“对应湖南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的需求， 我们学校每年都有调整专业设
置。”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介
绍， 前几年由于专业目录中没有对应的数
字化专业名称，学校增设了“数控技术（智
能制造单元）”“模具设计与制造（3D打印
技术）”等专业方向，以满足相关行业企业
的紧缺人才需求。

调整专业布局，湖南还有更多高校“解
锁”新职业人才培养。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新增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吉首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专业2024年
经教育部批准开始招生，通过探索人工智能
产业产教融合新模式，为促进我国在新一轮
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做出贡献。

调整布局，新设专业导向立足于“新”

新职业“入编”，为了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
才，湖南各院校走在了前列。

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海洋机器人专业于
2024年开始招生，作为适应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战
略而设的新兴多学科交叉专业， 涉及船舶与海洋工
程、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学科，
是教育部新工科专业。该专业以海洋机器人设计与开
发、海洋机器人操纵与控制、信号处理与测试技术、水
下导航与定位技术等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为基础，以
水下钻探与行走机器人、水面机器人等的设计、制造
与控制为专业发展方向，培养适应机器人设计与数字
化制造、智能装备开发与应用、智能运维与装备管理
等领域生产和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2024年，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计算机学院新增网
络空间安全专业，面向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需求，
培养能在网络空间安全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和应用服务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工程应用
型人才。

吉首大学依托学校人工智能专业设立“人工智
能专业创新创业班”，采用“数理基础与学科素养+实
践与创新能力+项目研发与创业能力”的“2+1+1”阶
梯式培养模式。校企双方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
建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
法，共同参与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共建实
践平台、实习基地。通过学校主导、校企共建的方式，
开设数据库开发技术 （OpenGauss）、 操作系统
（OpenEuler）、 深度学习（昇腾）、机器学习（昇腾）等
华为信创特色课程，引入“基于LLM的中医智能问诊
系统”等华为信创实战项目案例，打造信创特色的课
程体系。

校企联合，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推广新职业的难点在于“社会认可”和
“福利保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职业纳
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从业者认同感都有不
同程度的增强，而湖南各类院校则很好地利
用了技能大赛这一点。

2024年，湖南女子学院新设人工智能专
业，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趋势，旨在满
足对熟练的人工智能从业人员日益增长的
需求。学校通过拓展学习资源、优化课程体
系以及增设实践平台等多种举措，培育更多
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专业开设以来，已经在省内取得了多项
成绩。第二十六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
赛湖南省选拔赛今年6月在长沙举办， 湖南
女子学院11支队伍参赛， 荣获一等奖3项、
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

莫诗鋆是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
她从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竞技场返“湘”后，
继续投入高校职业教育的日常中。“从一种
技能变成一个可以容纳上千上万人就业的
行业。”在莫诗鋆看来，全媒体运营行业还处
于快速发展期，她教过的不少学生在毕业后
选择了从事对口专业。

11月 15日 ， 由长沙市教育局主办的
2024年度“楚怡杯”长沙市中等职业院校技
能竞赛在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举办。

“新职业产生新的劳动者， 劳动竞赛要
与时俱进，才能富有生命力。”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教授、第八届全
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员决赛湖南代表团的技术指导欧阳广说。把
新职业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有利于增强
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感、促进就业创业，“赛
场上释放出的信号，对促进新职业就业创业
具有重要意义”。

赛出新技能，学校以赛促进职业认同

长沙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正在进行
互联网营销项目比赛。 王智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