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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2
一、专业标准

（一）专业名称

大数 与 计

（二）专业代码

530302

（三）入学要求

通高级中学 业，中等职业学校 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四）修业年限

三年

（五）职业面向

面向企 业 位及 理 公 、 计师 务所、 务师

务所、管理 询公 等中 服务机构的 计、 计及 务等岗位

（群）。
表 1-1 大数 与 计专业职业类 及主要技术领域

53 5303 2-06-03-00

（六）专业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 体 全面发展的 主 建设 和接

人，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

新 识，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和可持 发展的能力； 握本专

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能够从 企业经 业务的 认、计量与 、

企业 计 险控制、企业管理 计的 、预测、规划、 策、

控制、 价、等能力，能够从 企业经 业务核算、企业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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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控制、 务 计、企业成本核算与管控、企业 务大数 、

企业 计信息管理及 与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七）专业定位

本专业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按照区域经 建设需求，

培养 有科学文化素养和 全人格， 具有大数 与 计职业岗

位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双创素质能力和良好职业精神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八）核心岗位和相关岗位群

大数 与 计专业相关岗位和岗位群如下：

表 1-2 大数 与 计专业核心岗位及相关岗位群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九）职业技能证书
表 1-3 大数 与 计专业课证 通情 表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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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学生可通过参 全国统一 级 计师职业考试

级 计师证书。

（十）毕业标准

在三年 内，完成大数 与 计专业公 基础课程、专业

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素质 展课程、实践实训课程、网络

通识课程的学习，所有课程成 考核合格， 满要求的学 ，

业 大数 与 计专业培养方案对大数 与 计专业 业

生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满足大数 与 计专业

业 项条件，并 相应的职业资格证，按 参 国家学生体

质 测试并 成 合格（50 ）及以上的。符合学

管理规定，按学校规定参 课堂， 60 以上的实践

， 换 2学 ， 课堂成 认证证书。

二、专业教学标准

（一）就业岗位及能力要求

1.就业面向：就业 位；工作岗位

本专业 业生主要面向 计、 计及 务服务行业的 计类

岗位（群），能对制造业、 流通业、服务业、 流企业及

企、 业 位和经 组织的 计核算和 务 ，能 运用

本专业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以及运用 务机器人，从 计核算、

成本核算、大数 务 、 计、纳 管理、统计管理等相关

岗位的业务操作。 可以运用 能 等相关软件，在 理

公 从 理 、 理、 等相关业务。

2.工作岗位：工作描 ；能力要求（主要课程 表描 ）

大数 与 计专业的职业能力要求如表 2-1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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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职业能力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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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全面 的教 方 ， 实立德 人 本任务，培

养德 体 全面发展的 主 建设 和接 人。培养具有一

定的科学文化 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职业道德和

创新 识，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可持 发展的能力，

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能适应 计、 计及 务服务行业

的 计类岗位（群）的岗位技能要求，能够从 企业 计核算、

企业 务管理、企业 务大数 、企业内部 计控制、企业

计信息管理及 务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培养规格

（1）知识结构要求

1）能描 本专业基本素质所需的文化基础知识和 知

识。

2）具有本专业基本素质所需的计算机应用技能的基本知

识。

3）能描 本专业专业素质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

4）能描 计核算、 计 、 计 的专业知识。

5）能描 企业生 成本计算和 的专业知识。

6）能描 企业 务管理的专业知识。

7）具有 务 计的一般知识。

8）具有 的核算和 计 理专业知识。

9）具有大数 的基本知识，具备 python的基本知识。

10）具有 计、 务软件 理的基本知识。

11）具有 务机器人的基本知识。

12）能描 能 实训的基本操作 。

13）能描 本专业新的 经法规和相关准则。

（2）能力结构要求

1）具有一定的 及 应用能力，通过相关的

应用能力等级考试。

2）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基础应用技能， ：

操作、 应用软件、 上网、 用计算机 集和 理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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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 立完成业务 、 证的 制、 、

制 计 表等 计核算的基本技能。

4）能描 大数 与 计专业知识，具有 务预测， 策

及 务计划 制能力。

5）能描 计的基本知识，能进行一般的 务 计。

6）能运用业 一体化 务软件进行 计核算、 计 ；

具有 立运用 务 计软件进行 计业务 理的能力。具有对

软件的一般维护的能力。

7）能 制基本的 务 表，能运用大数 工具对

务 表上的相关指标进行数 。

8）能描 统计专业知识，具有统计核算和指标 的能

力。

9）能进行常见的 种的核算和 计 理，具有结合企业

的经 状 进行 的 划的能力。

10）能运用 务机器人进行成本核算、 用 理、 等

务相关业务的 理。

12）能运用管理 计相关知识进行成本管理、经 策、

效 价等相关管理工作。

13）能运用 python 理 务数 及进行 务数 可视化。

14）具有运用内部控制方法和技术，识 企业 险、实施

内部 计控制及内部控制 计的能力。

15）具有 究学习、 学习和可持 发展的能力，具有

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 问题和解 问题的能力。

（3）素质结构要求

1）用新 中国 主 思想 装头 ，培养学生

具有 定的 主 理想信念， 护中国 的领导， 定

个自信 ， 个维护 ，维护国家利 和 结； 有

强 的 责任 和 精神， 为 国为人 献 ；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2） 法、 法 、 德向善、 实 信、 生



9

、 爱 动， 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 责任 和

参与 识。

3）具有质量 识、环保 识、安全 识、信息素养、工

匠精神、创新思维。

4） 于 、 向上，具有自 管理能力、职业生

规划的 识，有较强的集体 识和 队合作精神。

5）具有 的体 、心理和 全的人格， 握基本运动

知识和一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 与 生习 和良好的行为

习 。

6）具有一定的 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

。

（三）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主要包括公 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素质

展课和实践实训课。

教学进程安 如表 2-2 所 。

表 2-2 大数 与 计专业教学进程表



10



11

（四）教学基本条件

主要包括教学 队、教学设施及教学基地。

1.教学 队

大数 与 计专业现有专兼结合的 双师型 师资队伍 20

人， 中专任教师 10 人，兼职教师 10 人。在师资数量与结构方

面：

（1）教师队伍结构 现年 化，45 以下 年教师中研究

生学历或 以上学位比例 100%。

（2）每 课程的专任教师应不少于 2人，专任教师数量应

与学生规模相适应，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的比例 70%，主要专

业技能课 少配备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专任教师 4人。

（3）专任教师中具备双师素质教师的比例 80%以上，

企业 计师担任的兼职教师数占专任教师总数 35% 。

2.教学设施

大数 与 计专业教学需要，配备满足日常 计教学的

多媒体教室。

为满足教学要求，保证大数 与 计专业信息化教学工作的

利开展, 学生技能培养，必 配置相应的多功能职业化的

实训室。每个实训室，为 课程的实践教学服务，培养学生

的基本能力和核心能力。

满足本专业课程能力训 要求对应的实训室如表 2-4 所 。

表 2-3 大数 与 计专业应实训室及功能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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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为深化 教 合和校企合作，进一 进工学结合，学院与

行业 、学 、知 企业等 位建立了 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

系。大数 与 计专业与用 有 公 、河南 计师

务所等 40 多家企业合作，构建多 化校外实训基地。 不 为

学生实习实训、 岗实践及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大数 与

计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和设置，教师队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大数 与 计专业校外实训基地如表 2-4 所 。

表 2-4 大数 与 计专业校外实训基地一 表



13

（五）教学实施

1 教学组织

专业和岗位技能需求的调研结果，组织教师 课程标

准， 课程标准组织教学。理论知识 解 用多媒体教学 、

网络课程信息化教学 、 机 课堂 APP等进行 课。专

业核心课 用任务 动、行动导向的形式组织教学。以学生为中

心， 用 组合作形式进行，通过布置学习工作任务和学习目标，

学生以 组的形式利用 种教学资源，在 师的安 和指导下完

成学习任务。教师负责教学任务设计和组织提供学习资源，安

学生学习工作进程，在学生的学习工作过程中 教 和指导

师作用。引导学生 问题、发现问题，培养学生 问题解

问题的能力。

2 教学模式

大数 与 务管理专业 企、 业 位对 计、 务人才

需求的要求和 计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相关要求，结合高职教

点， 计仿真模拟实训和校企合作资源，创建了 以企、

业 位 计、 务岗位需求为立足点、以就业为导向、以 计

技能实训为核心、实现 教深度 合 的教学模式。

3.教学方法

本专业以企、 业 位 计、 务岗位需求为立足点，以提

高学生 计技能实为目标， 视现 教 教学技术的应用，结合

课程 ，进行合作学习、案例教学、情境教学、项目教学、任

务 动、行动导向等教学法方法，发 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的

作用， 调动学生的学习 性和教学互动的参与度

4 教学 价

在教学 价环节， 每 专业课的 点，建立适合课程的

教学 价方法， 在改 传统的教学 价方法， 过程性考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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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考核 和 总结性考核 相结合， 视过程性考核和能

力考核，调动学生的学习 性， 更好的教学效果。

具体考核办法如下：

（1）考核内

本专业应 用知识考核与能力测试相结合，过程考核和结果

考核相结合的考核 价方式。 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 ，考

查学生的学习态度、理论知识与技能水平。学习态度考核包 ：

学习过程、参与程度、任务完成水平、 作精神。知识与技能水

平包 ：理论知识水平、实验实训技能水平。

（2）考核方式：

1）过程性考核

结合课程 ，选用 试、 试、机试、项目考核、业 考

核、以证 考、能力测试等多种考 方式。教学 价的对 应包

括学生知识能描 情 、实践操作能力、学习态度和基本职业素

质等方面，强调 中学、 中教、 中考 ， 对职业能力

的考核和综合素质的 价过程性考核。

过程性考核 任课教师组织实施，可以 用教师 价、学生

互 、学生自 等方式相结合， 体现 励和提升学生的学习

， 学生的参与程度，提升课堂教学的 和效果。

过程性考核以 制方式进行计 。过程性考核的 成

日常考核成 平 。过程性考核 用 制计 ，每位

学生每期的过程性考核不少于 6 。任课教师可从以下要素 度

对学生进行考核，每 考核考核成 按 制计算，满 100 。

学习过程：参与学习的 ，主要体现为课堂考 。

参与程度：参与学习的 性和主动性。

任务完成水平： 头及书面作业完成质量等。

作水平：学习中的 队 识和 作精神。

知识及技能水平： 点考核学生知识水平和应用能力。

2） 性考核

性考核主要用于考查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成 、发展的





16

的基本要求，强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

性。

3） 持 规律，体现培养 。 职业教 、技术技

能人才成 和学生 心发展规律， 理好公 基础课程与专业课

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历证书与 类职业培训证书之 的

关系， 体设计教学活动。

4）完善机制， 动持 改进。紧 业发展 和行业人

才需求，建立 全行业企业、 三方 价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 机制，强化教师参与教学和课程改革的效

果 价与 励， 好人才培养质量 价与 。

（3）质量管理主要内 及要求

1）明 培养目标。

培养符合企 业 位企 业 位等一 需要的 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

2）规范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 为公 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 类。并

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公 基础课程。科学设置专业（技

能）课程。专业（技能）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课程内

紧 联系生 动实际和 实践， 应用性和实践性，

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养。并 有关知识 入 专业教学

和 实践中。同 学校 组织开展 动实践、创新创业实践、

志 服务及 公 活动。

3）合理安 学 。按照规定合理安 学 ，具体安 见教

学教程总体安 部 的内 。

4）强化实践环节。 强实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学 原则

上占总学 数 50%以上。 行认知实习、 岗实习、 岗实

习等多种实习方式，强化以 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 价。

5） 格 业要求。 国家有关规定、专业培养目标和培

养规格，结合学校办学实际，进一 化、明 学生 业要求。

把 业 关， 保学生 业 完成规定的学 学 和教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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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结合专业实际组织 业考试（考核），保证 业要求的 成

度， 考 行为。

6） 进书证 通。 参与实施 1+X证书制度试点， 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 及要求有机 入专业课程教学，优化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

三、实训标准

（一）实训体系及目标

1.实训体系

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课程体系建设的核心。按照职业教

技能培养的要求，实践教学体系划 为基本素质教 、 计职业

专项技能训 、 计综合模拟实训、 业论文和 业答 、 岗

实习和岗位实习等。通过实训，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真正实现

业 就业的 对接。

大数 与 计专业实训教学体系通过调研、 以及以 多

年的实训教学经验， 定了 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实践课

程的设计与课程标准、校内实训中心和校外实训基地等所构成的，

从职业认知、专项技能训 、综合技能训 、职业资格 定 岗

位实习等 个方面的实践教学所形成的校内外 位一体 实践

教学体系，如下图 3-1 所 ：

大数 与 计专业技能按照 课程实训+认识实习+综合实训

+岗位实习 进行系统化设计。课程实训 指按 岗位核心能力

所对应的专业核心课程安 实训教学内 ；认识实习包括企业参

、 调研和专题 ；综合实训按照专业岗位的综合能力

定实训项目和内 ，在校内 实训中心进行；岗位实习则要求学

生 企业 一 进行。课程实训体现工学交 和教学 一体化，

综合实训及岗位实习为生 性实训。对专业能力进行培养

课程实训与综合实训相结合、校内实训与校外实训相结合、仿真

模拟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课程教学与技能 证相结合。形成

位一体 工学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使职业认识实训、课程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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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综合实训、企业岗位实习 个环节形成相互 接的 环系统。

校企合作的不断 大和深入，校外实训基地在不断

和完善。目前 经形成良性 环，为学生岗位实习、就业等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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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体系包括职业认识实训、课程实训、岗位综合实训、

岗位实习。

职业认知实训目标主要 通过对 流企业 计岗位设置、工

作内 、工作场 体验等认知， 学生明 学习目标，明 课程

体系设置的目的， 发学生学习 ，为学生 课程的学习

定基础。

课程实训的目标主要 对专业核心课程实训，实训目标

培养学生 握成本核算、纳 计算、 计 理、 表 制、

表 、 计、 务 划、 务 策。 务预算 制等方面的

业务技能。使学生具有 计核算和 计 以及 务预 策等能

力。

��

专业核计ᾼ�â�™‚�务计计目标

Œ

专业核训体系
0>

计

计ι本核计、专业核ᴪ等方面专业核等方面计生明 。
、

、方面计 操

计

务预算计生明等能 训体系务 核算和专业核纳务训体系核程实业等能本核训目标等能生核预。实等能等能等能实务及计等能计
ᾼ生

计。训体系务 核算和生预算专业核等能ᴪ核算和核算和生纳预算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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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实训组织

（1）基本素质教 主要 训 及 理论

训 及 理论 新生入学 进行 基本 训 ，对学生进

行队 操 和国防教 ，培养学生良好的组织 律性和集体主

精神。

（2） 计职业专项技能训 主要有 三学期 为期1 的

务 计综合模拟实训 、 学期为期一 的 ERP 综合

模拟实训 。

务 计综合模拟实训的任务 ： 公 的基本 计业

务流程。能进行 纳岗位、成本 计岗位， 核岗位， 计主管

岗位的业务 理，能 原 证、 制 证、

制 表的 个 计业务流程。通过实训使学生 不同

计岗位的业务流程、能描 大数 与 计专业基本技能， 专

业理论知识。ERP 综合模拟实训模拟企业运 的关 环节：

规划、资 集、 场 、 研发、生 组织、 资

、设备投资与改造、 务核算与管理等。 中 务核算与管理

部 为 实训课程的主体内 。通过模拟企业的经 对 （ ），

使学生在 场、 制定、 策划、生 组织、 务管理

和人员考核等一系 活动中，提升管理能力，并深 体 理论联

系实际的 要性， 发参与 的学习 ，使 学 集、 工、

和利用信息， 理论与实践的 ，为以 从 相关工作

累管理经验。

3.岗位实习运行与管理

学生 业实习（岗位实习、 岗实习）实行院系 级管理。

教务 负责研究和制定实践教学工作的总体规划以及与实践教

学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 核 专业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指导

专业开展实习工作，并对 系实习工作的实施情 进行检查、

和管理。系部成立学生 业实习（岗位实习、 岗实习）工作

领导 组， 组成员 系主任、书 、 导员、专任教师以及兼

职教师等 同组成。系部负责本系学生实习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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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如实习计划制定、实习 位的联系、实习前的动员、组织、

总结及考核等。

4 业设计

业设计 大数 与 计专业教学计划的一项主要内 ，

通过 业设计，使学生 实习中所学 的实践与书本中的理论相

结合，应用所学知识解 实际中的问题。

业答 为 1 ，学生 业论文，要安 指导教师，

以指导学生 业论文的 。 每个学生必 立按 完成 业

论文。答 学院要成立答 员 ， 员 成员可 指导教师

和外聘专家组成，每组 3 7 人。答 ，要求学生在规定的

内对论文的选题、论文内 作 要 。答 内 应为论文中

的关 问题及与论文 切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等。

岗实习和岗位实习 指 学期的 业实习， 实

践性教学的 要组成部 。 实习任务 ：通过实习使学生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对所学知识在实际中 通。使学生能描 与

本专业有关的基本操作技能，了解本专业的生 过程， 所学

专业知识， 本专业综合职业能力。在 业 能 在生 、

服务、技术和管理 一 进行工作。

（三）保障体系（设 基 ）

1.教学设备

大数 与 计专业教学需要，配备有对媒体教室 5个，

计实训中心一个，机 4个，教师 5台，学生用 250

台，能满足本专业的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的需要。

2.教学 队

大数 与 计专业现有专兼结合的 双师型 师资队伍 20

人， 中专任教师 13 人，兼职教师 7人。

教师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的教学科研能力， 高

等教 教师任职资格的要求 具备高等教 教师任职资格。 中

主 教师应 具备 师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或 计师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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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兼任教师担任，参 科学研究或技术服务的专任教师人数不少

于专任教师总数的 30%。

持 培养 使用 培养 的原则对 选 的专业带头

人进行科学规划、 点培养，使 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

教学改革和应用技术研究等方面成为领 人才。专业带头人 能

带领教学 队进行专业建设, 能与行业、企业一道制定行业、

企业的专业人才标准。

在双师素质教师培养上，鼓励教师参 实践，安 专业

教师 企业进行 岗实践。鼓励教师参与河南 政 的职业资

格考证。引进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 大双师型比例；有计划

安 专任教师 企业 岗实践或现场培训，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

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运用专业知识优 ，服务于

、 区。

为保障实训的 利开展，保证实训的效果， 实行 专职

为主，专兼结合 的实训指导教师模式， 院综合实训课程配备

有专业实训 师， 任课教师完成相关的实训内 。 外，一

综合实训，比如 计综合模拟实训、综合模拟实训等， 聘

企业经验丰富的 计师， 现场指导，保证实训效果。

大数 与 计专业 形成了以双师型教师为主、专兼结合

的教学 队。形成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

3.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为深化 教 合和校企合作，进一 进工学结合，学院与

行业 、学 、知 企业等 位建立了 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

系。大数 与 计专业与用 有 公 、河南 计师

务所等 40 多家企业合作，构建多 化校外实训基地。 不 为

学生实习实训、 岗实践及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大数 与

计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和设置，教师队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四）评价体系

在教学 价环节， 每 专业课的 点，建立适合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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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价方法， 过程性考核 、 性考核 和 总结性

考核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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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考核主要用于考查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成 、发展的

情 ，包括学生职业能力 和个体综合素养 等；可

建立主 、直接 接相结合的学习 本位 价方式， 用

问 、 、标准化测试、统计 等 价方法；通过 性

价， 励学生 不比基础比进 不比 比 力 等。

3）总结性考核

总结性考核主要考核学生 的学习效果。

总结性考核 学院统一组织实施，可以 用 课教师 、

教考 、无纸化考核等多种考核方式， 主要考核学生

的学习效果。

2.实训 价体系

（1） 项和综合实训 价体系

图 3-2 大数 与 计专业实训 价体系

（2）实践实训课程考核

教学活动 及学 配参见下表 3-1。

表 3-1 大数 与 计专业实习 、考核方式表

评价体系

单项实训 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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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380 44 学

（3） 业实习（岗位实习、 岗实习）成 考核

业实习（岗位实习、 岗实习）成 考核项目及 如下

表 8-5 所 。

表 3-2 成 考核项目及

每个项目 实习指导教师按优 、良好、及格、不及格或 A、

B、C、D 级进行 定，或 按 制 。 级制与 制的

关系为：优 /A（90 100 ）；良好/B（75 89 ）；及格/C
（60 74 ）；不及格/D（59 以下）。

实习成 合格 业证的 要条件之一。对 实

习 律， 实习 位 止实习或造成 影响 ，实习成 按不

及格 理。

四、其他说明

1.教材选

选 正式 的高职高专大数 与 计专业教材，要求为

三年 的教材。

2.图书文献

大数 与 计专业应配备 行业标准的参考文献，比如

年的 计准则、 计制度、 经法规、 法规 法规等。

3.信息化教学

（1）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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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 信息技术为支 ，建设校 资源平台，利用校

资源平台实现信息化教学。

（2）建设数字化（网络）教学资源

建设专业核心课的网络平台课程，建设课件、 课、视频、

案例、习题、动 、图 等教学资源。建设专业核心课网上考试

系统，建设题库，满足学生 习和考试的需要。

（3）建设 机 APP ，利用 课堂， 实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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