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建设与管理专业建设诊断改进报告 

一、专业建设现状 

（一）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涵盖网页设计基础、程序开发（如 HTML、CSS、

JavaScript、PHP 等主流语言）、数据库管理（MySQL）以及网站安

全、服务器运维等多领域知识，结构较为完整。 

但部分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未能紧密贴合行业快速迭代的新技

术，如新兴前端框架 Vue.js、React 等在课程中占比不足，难以满

足企业对前沿技能的需求。 

（二）师资队伍 

专业教师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多数拥有硕士学位，部分教师

有企业实践经历，能在基础课程教学中传授实用知识。 

然而，“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仅约 70%，导致实践教学深度

受限，难以精准指导学生应对复杂项目实战；同时，教师参与行业

培训、学术交流活跃度不够，知识视野渐趋狭窄。 

（三）实践教学 

校内建有网站综合实训室，配备基础硬件与软件设施，能开展

常规课程实验教学，学生可完成简单网站搭建与功能实现。 

校外实习基地合作企业数量有限，约 3-5 家，且实习岗位与专

业契合度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实习仅从事边缘打杂工作，未深入核

心业务流程，实践能力提升受阻。 

（四）教学资源 



拥有自编教材若干，结合本校教学特色涵盖关键知识点；网络

课程平台上线部分核心课程资源，包括教学视频、课件，方便学生

自主学习与复习。 

但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匮乏，如行业经典案例库稀缺、交互性

强的虚拟仿真实训资源缺失，难以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教

材更新周期长，平均 4-5 年才改版，跟不上技术变革节奏。 

二、诊断方法 

学生调研：定期发放问卷（每学期末），收集学生对课程难度、

实用性、教师教学方法反馈，近两次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300 余份；

组织学生座谈会，每学年 2-3 次，让学生畅所欲言专业学习困惑与

期望，累计记录问题 150 余个。 

企业访谈：每年走访 5-6 家合作企业，与技术主管、人力资源

经理深度交流，了解企业岗位技能要求、人才招聘痛点以及对专业

教学改进建议，整理关键意见 30 多条；参与行业招聘会，现场咨询

招聘企业对本专业毕业生评价，获取一手信息。 

教师互评与自我剖析：每学期开展教师互评活动，从教学态度、

教学设计、课堂管理等维度量化打分，收集互评意见 200 多条；教

师结合教学效果反思自身不足，撰写教学总结报告，人均指出自身

问题 3-5 项。 

三、关键问题剖析 

（一）行业对接不畅 

课程体系与行业前沿技术脱节，致使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存在



差距；实习基地未能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未深度嵌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学生实习体验差、能力转化不足。 

（二）师资赋能欠缺 

“双师型”师资短缺，教师实践经验“续航”能力弱，新知识

获取渠道有限，无法及时反哺教学；教师激励机制不完善，参与实

践与培训积极性未充分调动。 

（三）实践教学“质”“量”失衡 

实践教学课时虽有保障，但教学项目真实性低、复杂度不够，

难以锤炼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实验室设备更新慢，新技术软件

许可不足，限制实践教学内容升级。 

（四）教学资源活力不足 

教材与数字化资源更新缓慢，缺乏动态更新机制，无法适配技

术高频更新特性；资源建设主体单一，主要依赖校内教师，未充分

整合企业、行业开源资源。 

四、改进目标与策略 

（一）短期目标（1-2 年） 

优化 2-3 门核心课程内容，引入前沿技术模块，使课程新技术

覆盖率提升至 30%；与 2-3 家新企业建立实习合作，确保实习岗位

专业对口率达 80% 以上。 

选派 5-6 名教师参加行业权威培训，获取最新技术认证，“双师

型”教师比例提高至80%；补充完善现有教材关键新技术章节，新增

2-3 个小型行业案例库。 



（二）中期目标（3-4 年） 

重构课程体系，基于行业岗位群能力需求设模块化课程，动态

调整课程内容，确保与行业技术同步率超 80%；拓展校外实习基地

至 8-9 家，共建 3-4 个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模拟真实项目环境。 

“双师型”教师占比达85%，教师年均参与企业项目或技术服务

不少于 2 项；打造 5-6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融合虚拟仿真资

源，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常态化。 

（三）长期目标（5 年及以上） 

专业综合实力进入全省同类专业前 10 名，毕业生对口就业率稳

定在 90%以上，薪资水平高于行业平均 10%；形成可复制、辐射周边

院校的专业建设模式，引领区域网站建设与管理人才培养。 

建成一支高水平、结构化“双师型”教师团队，团队成员在行

业有话语权，参与制定技术标准；教学资源全方位开放共享，持续

迭代，成为行业公认优质资源汇聚地。 

（四）改进策略 

产教融合深化策略：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吸纳企业高管、

技术专家，每学期至少研讨 2 次专业发展与课程改革；推行“订单

式”人才培养，与企业联合招生、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嵌入企业课

程，按企业用人标准输出人才。 

师资能力提升策略：设立教师实践能力提升专项基金，资助教

师赴企业挂职锻炼、参与项目研发；建立教师教学能力竞赛、企业

实践成果转化奖励制度，激发教师成长内驱力；与高校、企业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培训。 

实践教学升级策略：引入企业真实项目进校园，依托项目驱动

教学，从简单到复杂梯次设计实践任务；加大实验室投入，每年更

新20%设备，采购前沿软件授权；开发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模拟高并

发、高安全要求项目场景，提升学生应急处理能力。 

教学资源创新策略：构建校企合作教材编写团队，缩短教材更

新周期至 2-3 年；广泛收集开源课程资源、企业内部培训资料，经

二次加工融入教学；运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学习行为，精准推送个性

化学习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五、实施保障 

（一）组织保障 

成立专业诊断改进工作领导小组，由系主任担任组长，专业负

责人、骨干教师为成员，统筹规划、监督执行改进方案；细分任务

小组，如课程改革组、师资建设组、实践教学组等，明确职责，定

期汇报进展。 

（二）制度保障 

建立专业建设定期评估制度，每学期开展中期检查、学年末全

面考核，依据量化指标评价改进成效；完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将

参与专业建设任务（课程开发、实践指导、企业合作等）完成质量

与职称晋升、绩效奖金挂钩。 

（三）经费保障 

学校每年设立专项经费 20-30 万元，用于教师培训、教材编写、



企业合作等关键环节；积极争取行业协会、企业横向课题经费及政

府专项扶持资金，拓宽资金渠道，保障改进计划顺利推进。 

六、预期效果 

专业吸引力显著增强，招生人数逐年递增 10% 以上，生源质量

提升，报到率达95%；学生专业技能扎实，在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

赛获奖数量翻倍，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超 85%。 

教师教学创新能力飞跃，每年新增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2 项、

发表高质量教学研究论文 5-8 篇；教师在行业技术圈影响力扩大，

参与企业技术攻关项目增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每年为合作企业

创造经济效益超 100 万元。 

专业社会服务能力拓展，面向企业员工开展技能培训每年不少

于100人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网站定制、运维外包等服务项目3-5

个；成为区域行业技术交流中心，定期举办学术论坛、技术研讨会，

引领产业技术革新与人才培养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