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胜任基本素养调研分析报告 

一、调研岗位服务面向 

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技术更新换代的时代需求，山东省大力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主动契合新旧动能转换和中国制造 2025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

我校对照济南周边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确立了服务于高端软件与现代信息服

务产业的目标，建立了信息技术专业群。专业群深入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现专

业链与高端软件与现代信息服务相关岗位链深度对接。立足济南、面向山东、辐射全国，

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培养多元化、复合型、创新性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企业员工职业素养调查分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提出，职业教育要面

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职业教育已

从职业能力的培养转为注重职业素养的培养，这是当代职业教育价值理念的重大转变。

鉴于此，我们选取了有代表性的 6 个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的岗位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

对企业、教师、学生对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要求、培养、认知程度，分析职业院校

对信息技术类学生职业素养的各个关注度。 

我们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山东省多所职业院校的教师代表、毕业生代表( 每校 150

名) 以及每所职业院校推荐的经常到该校招聘或招聘该校学生较多的 25 家合作企业进

行了深入调查。面向企业共计发放问卷 1200 份，有效回收 108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0.3%。

面向教师共计发放问卷 1600 份，有效回收 1517 份，问卷回收率为 94.8%。面向学生共

计发放问卷 6000 份，有效回收 581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8%。调查的企业中，国有企

业占 25.5%，私营外资企业占 38.7%，机关事业单位占 11.2%，其他占 24.6%。 

1. 企业、教师、学生对职业院校职业素养培养足够重视 

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教师和学生认为职业素养培养重要的比例分别是 93．7%、92．4%、

90.1%。可见，企业、教师和学生对于职业素养培养重要性都有较高的认识。 

从招聘员工的视角考察企业对职业素养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发现企业在招聘员工时，

看重员工专业技能的占 9.3%，看重员工职业素养的占 90．7%;从对职业素养促进学生职

业发展这一观点的认同度考察教师对职业素养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发现 93.2%的教师认

为职业素养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很有帮助; 从学生主动参与职业素养培养的情况考察学

生对职业素养重要性的认识，发现 90.1% 的学生会主动参与职业素养培养活动。 

2. 企业、教师、学生对职业院校职业素养培养内容整体趋于一致 

调查数据显示，将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内容按重要性排序，企业认为前三项



是注重安全、工作规范、责任意识，教师认为前三项是爱岗敬业、创新能力、团队精神，

学生认为前三项是创新能力、善于沟通、团队精神。调查的企业中，主要招聘一线技术

岗的企业占 52． 8%、主要招聘技术骨干岗的企业占 19%、主要招聘基层管理岗的企业

占 18.2%、主要招聘中层及以上管理岗的企业占 10%。经过交叉分析发现( 见下表) ，

对于主要招聘一线技术岗位的企业而言，生产安全大于一切，而工作规范是安全的基本

保障。因此，此类企业非常看重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规范意识。 

 

3. 职业院校职业素养培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数据显示，企业、教师、学生对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满意率不高， 差别不

大， 均低于 70%。但对职业素养培养不满意的原因却完全不同，将职业素养培养存在

的主要问题与满意率进行交叉分析(见下表) ，发现企业对职业院校职业素养培养满意率

低的主要原因是职业素养培养内容脱离企业用人实际需求，教师对职业素养培养满意率

低的主要原因是职业素养培养没有与专业学习相结合，学生对职业素养培养满意率低的

主要原因是职业素养培养方法太落后。 

 



三、信息技术行业企业对高职人才职业素养需求分析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调研了企业对高职人才职业素养需求，分别对六个岗位进行了

岗位能力分析，从而导出了岗位胜任素质能力资格规范，如下表为大数据工程师岗位的

分析过程。 

大数据工程师岗位岗位基本素养分析表 

岗位名称 
大数据工

程师 
岗位分类 新一代信息技术类 

岗位上级 项目经理 岗位下级  

序号 岗位职责 岗位描述 
岗位能力 应具备的职业

素养 
权重 

1 
获取项目需

求 

根据项目的安排，参与客户

沟通，完成项目需求调查表

和需求访谈记录 

能够和客户进行需求上的沟通和设

计文档编写能力 
规范与细致品质 4.8 

2 
大数据项目

平台的架构 

根据项目完成项目平台的

架构 

Impala、Spark 平台的设计与架构； 

Hadoop 等开源分布式计算平台架

构； 

数据库整体架构； 

爬虫架构设计 

自学与钻研能力 4.7 

3 
大数据项目

项目开发 

根据软件需求说明书、架构

设计、概要设计等文档要

求，完成相关设计开发工作 

熟练掌握 Java 编程语言； 

熟悉面向对象编程、主流 Java框架；

熟练使用 eclipse 等 IDE； 

熟练掌握 MySQL、Oracle 等数据库

的使用和应用开发； 

爬虫核心搜索策略、算法、数据聚

类、重组的设计与开发，数据采集

软件的优化改进以及采集规则编

写； 

熟悉 Linux/Unix 的基本使用, 能独

立搭建 Linux/Unix 应用部署 

思维敏捷、理解力 3.7 

自学与钻研能力 4.7 

4 文档编写 
编写测试用例、开发文档、

用户手册等技术规范文档。 

能够使用办公软件，整理、设计和

撰写开发相关技术文档。 
规范与细致品质 4.8 

5 任务规划 

根据项目组的要求对所交

付工作的实施从时间进度、

资源安排等方面进行计划。 

具有独立处理事物的能力及有效利

用时间的能力； 

做事认真、有计划 

组织与规划能力 4.7 

组织与规划能力 4.6 

6 
项目部署及

维护工作 

根据项目需求,完成合作开

发项目在独立的服务器上

搭建好系统运行环境，在开

发过程中逐步将完整的模

块或子系统同步到服务器

上进行项目组内部测试。 

完成项目的规划、实施 
协作与沟通能力 4.8 

执行力 3.7 

成就与成长动机 4.8 

7 软件测试 

技术人员能对开发的系统

进行设计测试用例、并进行

单元测试。 

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 

对测试工具熟悉 

具有软件测试的能力。 

认知与辨别能力 4.8 

8 对技术有安 对软件开发过程中所实施 要求具有责任心、保密意识、安全 创造与创新能力 4.7 



全保密责任 的商业技术、数据，负有保

密的责任。 

观念强。 

 

安全与法律意识 4.9 

品德与身心素质 4.6 

服务标准 按照软件件需求说明书、架构设计、概要设计等文档要求，开发出高性能、高质量的完整软件。 

 

大数据工程师岗位胜任职业基本素养表 

基 本 

条 件 

学 历 大专以上 专 业 
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资格证书 

计算机操作员、

计算机程序员 

经 验 半年以上 

岗 位 

胜 任 

素 质 

要 求 

发 展 

素 养 

名 称 自学与钻研能力 
规范与细致

品质 
执行力 

组织与规划能

力 

等 级 高 高 中 高 

通 用 

素 养 

名 称 品德与身心素质 
坚韧与敬业

精神 

品德与身心素

质 

思维敏捷、理解

力 

等 级 高 高 高 中 

核 心 

素 养 

名 称 认知与辨别能力 
协作与沟通

能力 

创造与创新能

力 

成就与成长动

机 

等 级 高 高 高 高 

    四、结论 

依据岗位胜任素质能力资格标准，确立了专业素质、通用素质、核心素质三个岗位

胜任素质能力资格规范，其中自学与钻研能力、认知与辨别能力、组织与规划能力、协

作与沟通能力、创造与创新能力、坚韧与敬业精神、规范与细致品质、安全与法律意识、

品德与身心素质、成就与成长动机 10 个职业素养在信息技术类岗位中要求等级较高。

最后，依据岗位胜任素质能力资格规范生成了岗位职业素质匹配图（岗位职业素质匹配

模型），如下表为软件售前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岗位的胜任素质能力资格规范。 

大数据工程师岗位胜任职业基本素养标准 

专 

业 

素 

养 

1.对设备维护有兴趣，喜欢钻研，提高自身能力，有持续的学习钻研能力； 

2.工作中，有严谨、认真、规范的做事态度和持之以恒的耐力； 

3.有独立工作能力，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具有硬件设计和调试经验 

通 

用 

素 

养 

1.熟知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能承担硬件维护的简单评审工作； 

2.适应外地出差、加班工作任务，勤奋踏实，吃苦耐劳； 

3.热爱本行业，对高强度工作任务不抱怨，积极乐观； 

4.思维敏捷，沟通能力突出 

核 

心 

素 

养 

1.熟知常见计算机设备的工作原理，能区别不同硬件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故障原因； 

2.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界面以及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3.具有创新意识，能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大数据工程师岗的岗位胜任基本素养模型 

下图为选取的信息技术类 6 个岗位的职业素质匹配模型。 

 

6 个核心岗的岗位胜任素质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