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设平面设计课程的职业能力分析

国内电商产业发展迅猛，也成为吸纳平面设计毕业生的重要阵地。为适应

本地制造业及电商产业对平面设计人才的需求，以及企业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职

业能力要求，我们需要找到从事该职业工作所需要的基本要求或能力表现形式，

即进行职业能力分析。

一、职业能力分析的目的与意义

（一）职业能力分析的必要性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是针对人们工作中用到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学生

学习专业知识是为了提高工作技能。专业能力分析是专业教学标准的编写、构

建课程体系、教学标准开发等工作的前提，也是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的主要成果

和特色所在。要做到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课程开发的科学性，就要保证能够培

养出企业真正需要的技能型人才，而职业分析是关键。

（二）开展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

为顺利开展平面设计职业能力分析，我们对本地区 10 家广告设计、品牌

策划、广告创意、电商、互联网设计类相关用人单位进行走访调研，发放并收

回有效调研问卷 50 份， 包括电商企业、互联网公司、广告公司、设计公司、

喷绘制图公司及生产制造业企业等，获得了一定的一手数据，在职业能力分析

方面也具备了一下基础。

（三）开展职业能力分析目的与意义

平面设计职业能力分析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几点: 听取行业专家意见，从工

作实际出发，了解职业岗位对专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收集用人单位关于人



才的需求情况，包括未来三年内的人才需求量、需求变化趋势等；了解用人单

位对初级岗位人才的需求特征及专业技能要求；了解用人单位对专业知识与能

力结构、课程体系与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等方面的意见；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学

指导方案的制订，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制定更科

学的课程设置参考标准，以利于课程设置的改革。

本校的平面设计是基于适应本地产业发达和本地电商产业繁荣发展对设

计人才的需求，在各种平面媒体设计类公司和电商企业对设计人才有较大的需

求量，需要明确市场面向该专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的需求量，以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次职业能力分析是经过现场听取行业专家意见，及时总结归纳分析内容，科

学汇总职业能力岗位，为课程改革和科学设置提供依据。

二、职业能力分析的组织与实施

本次职业能力分析以线上线下问卷调查、走访调研、现场访谈、现场讨论

的形式进行，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对中职计算机平面设计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

对岗位能力与专业能力的要求，学校学生就业情况，薪资情况，专业办学方向，

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教学设备情况等，并得出中职计算机平面设计的职业发展

路径，在专家分析会上集中具体岗位所需的工作项目、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

（一）职业能力分析的基本方法

1.问卷调查法

对相关行业企业，以及已聘用中职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单位等进

行问卷调查，了解企业的岗位设置、人员配备、工作流程、适合中职毕业生的

职业岗位，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对计算机平面设计基础岗位员工的职业素质与能

力的要求；对学校进行情况调查，了解学校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的办学情况、



专业师资、专业设备、课程设置等情况。

2.访谈调查法

通过听取到会行业专家、企业领导等对行业能力的情况分析，了解企业对

新进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基本专业技能要求、企业的岗位要求等。

3.文献调查归纳法

通过网络、报纸、杂志以及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等渠道进行文献检索，搜

寻项目究需要的资料数据，重点是职业能力分析方法， 平面设计行业发展的

现状、趋势及人才需求状况，汇总形成职业能力分析表。

根据前期岗位调研，与会专家通过讨论、头脑风暴等形式共同确定本次职

业能力分析会分析的核心岗位、并逐个分析核心岗位所对应的工作项目、工作

任务，通过课程开发平台记录，开展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的能力点梳理和分析，

共分析出了 4 个岗位，16 个工作项目，53 个工作任务、164 个职业能力点。

并组织全部专家对分析出的能力点进行逐条检查与校对、修改和补充。整理会

议工作记录，分析表数据汇总。

三、职业能力分析的结论与成效

（一）形成了平面设计核心工作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

通过前期调研和现场讨论，梳理了平面设计职业生涯发展的一般路径，确

定了中职毕业生目标就业核心岗位： 美工助理/设计师助理（初级设计师）→

美工/平面设计师→美术指导→视觉总监/设计总监。

（二）形成了平面设计岗位的职业能力分析表

本次分析会针对电商美工设计助理、广告设计助理 2 个岗位，通过现场

头脑风暴法和分组讨论，分析了这些职业岗位中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工作项



目、工作任务及所需职业能力，并进行详细的描述，明确了以岗位分析为依据

确定典型工作任务的思路，完成《职业能力分析表》。会后经过总结归纳，再

通过相关文献研究，进一步完善，总结出本专业岗位群级职业能力分析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