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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然而，现有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教学与课程设计、

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与现实需求存在脱

节。为迎合国家治理变革和社会现实需求，可从以下方

面加强实践教育环节优化设计，凸显数字人才培养的复

合性、应用性。

（一）以探索建立数字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主要目标

欧美、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已经将国民数字素养教

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还尚未将数字素养作为

独立公民素养加以重点培养。[4]根据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要

求，应将公共管理类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一方面与

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合作制定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

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学术活动、教学研讨等方式

深入讨论，促进数字素养教育与公共管理学科教育的深

度融合。

（二）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动态优化课程体系

公 共 管 理 类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设 置 在 以 经 济 学 、 管 理

学、政治学为基础外，应依据我国公共管理数字建设框

架，实现学科交叉融合，专业方向深化的备选模块可以

基 于 公 共 政 策 模 块 、 人 力 资 源 分 析 模 块 、 环 境 保 护 模

块、城市管理模块、社会管理模块等，开设“数字政府

治理、数字化城市管理（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管理”

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相应课程。开设分阶段数字素养课

程，低年级阶段着重培养学生通用数字素养及能力，中

高年级则注重开设具有创新素养技能课程，将数字课程

嵌入到公共管理课程体系中，以建构动态化的数字时代

课程体系，将通识数字素养教育和学科专业数字素养教

育结合起来。

（三）确立以实践应用为导向的数字人才培养模式

坚 持 “ 理 论 学 习 、 调 查 研 究 、 政 策 分 析 、 实 践 体

验、综合素质”培养过程维度，促使学生将公共管理理

论与未来数字政务实践运用紧密结合，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一是专业课教学过程向数字政府实践倾斜，系统开

设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移动电子政务、数字化城市管理

等实验课程；二是集中开展数字化实践教学活动，培养

学生创新思维模式，提升学生在分析策划、文案撰写、

沟通交流、组织协调、团队合作等数字能力及素养；三

是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化创新项目和学科竞赛，提高学生

发现、分析、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数字创新能力。

（四）搭建数字化公共管理实验实训平台

为适应我国数字建设对高素质公共管理类人才的要

求，应围绕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与特色，构建

现代化、多层次、开放性、立体化的数字公共管理创新

实践型实验平台，包括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行政综合

能力训练、城市管理虚拟仿真实训、公务员考试模拟训

练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等实践实训活动等，全方位提升

公共管理类人才数字素养及能力。

（五）提升师资水平，创新教学方式与方法

任课教师本身的数字素养水平、教学能力和数字服

务渗透程度，会对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数字素养水平产

生较大影响。因此，提升师资队伍数字素养水平的也是

一个关键环节。一方面，要提高教师数字素养教育与专

业课程教学的耦合度。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人员的

协助，创新教学方式与方法。将数字素养教育通过智慧

化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课等方式嵌入到公共管理专业课

程中，以激励学生发挥综合性能力为主，强调学生的有

效参与，作为项目经验的一部分，学生应该抓住机会开

发和训练数字行政素养及能力。

结　语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顺应数字

时代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从数字工具、

创新取向、问题解决及有效参与等方面，与数字素养培

养模式、课程体系，坚持实践应用和教学方式方法创新

相结合，提升公共管理类学生的数字素养及能力，以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未来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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