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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人才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人才，设有档

案学专业的高校则是档案人才培养与输出的摇篮。

纵观当下我国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层次均

表现出对档案人才的渴求。 

 

 然而，我国现有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并不能

满足社会用人单位对档案职业人才的需求，档案

人才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鉴于此，在互

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不得不拷问当下我国档案学专

业毕业生究竟该何去何从。此分享以南昌大学近

年来档案学专业毕业生（本硕）的就业去向为例

与各位共同探讨之。 



专业历史 师资力量 科研方面 人才培养 

我校于 1985年开设
档案学专业，开设
时间早，属江西省
特色品牌专业。我
校也是目前江西省
唯一开设档案学专
业的高校，于2004
年获批档案学二级
学科硕士点。 

学术梯队形成，
老中青三结合，
队伍稳定,教师
队伍发展态势
良好。 

 
 
 
 

科研能力突出，
承担多项国家、
省部级科研项目，
大量科研论文发
表在CSSCI刊物、
众多论文被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复
印资料全文转载。 

 
 
 
 
 
 
 

开创了校政合作办
学共同培养人才的
办学模式。 

 
 
 
 
 
 
 
 



 2007-2018年我校每年平均招收档案学本科生50人以上。 



综观近年来我校档案专业毕业生，其工作性质与本专业对口
或基本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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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毕业生就业率来看，我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每年的平均就
业率都在89%以上，在全校就业率总排名中始终保持在前四名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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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培养目标和培养方
案的适时调整和修订 

体系“模块化”的调整 

教学课程的调整 实践教学体系的调整 



1 

 
针对信息化背景下对档案人才需求的变化 ，

培养目标更加强调新环境下社会用人单位的特点
，着重将教学计划定位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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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教学体系分为：学校实验室训练模块、见习训练
模块、综合毕业实习模块；课程教学体系分为：人文
素质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根据模块
的特点，专业课程群中课程的设计均有所调整，并增
加了新媒体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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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以社会用人需求和学生就业意向调研为

基础，实行“宽口径” 人才的定位，新培养计划
在课程设置方面做出以下调整：①在专业基础课
中增加课程；②在专业选修课中开设适合宽口径
需要的课程；③在专业课中开设相关实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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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利用与校外单位建立实习单位机制，通
过见习、实习等多种方式，增加学生锻炼机会； 另一
方 面， 邀请业界精英来学院给学生上课，并已形成常
态机制。 



师资力量尚待加强 

 

 

教学内容偏陈旧 

 

专业“走出去”的机会较少 

 

 

双创人才培养评估体系缺失 

 

？ 



 

 
 在档案学学生层面，虽然偶尔也有交换生

到国外学习，但相对而言数量较少。本专业学生

在外出参加国家、国际会议，与档案学兄弟院校

进行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不多。尤其是在考察

学生综合能力的赛事中少有我专业学生的身影。 

 档案学专业创新创业方面缺乏较为系统的

培训和指导，更缺乏与“双创”人才相应的评估

体系，对于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的可持续培养是

不利的。 

 



 

  一方面，师生配比相对失衡；另一方面，年

轻教师专业课授课压力较大，且多是档案学专业

毕业，在培养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上力量稍显

薄弱。 

 教学中专业意识太过强烈，教学内容集中于

几门专业核心课程，对于专业外的或者相关专业

的知识重视不够，往往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

面相对狭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信息化及知识

经济背景下的后现代档案工作。 



更新教学方案，优化教学格局 
档案学教学方案必须全面规划，适时调整和更新。同时，

各地档案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案应该允许多样化和专门化，各

具特色，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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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档案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 
在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档案学

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亟待突破。具体可在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完

善、建立创新创业实训基地、构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评估体

系等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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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数字人才”计划 
“数字人才”计划在强调档案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

操作能力的同时，更注重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与宏观

管控、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等能力。该计划的实施将会为档案

学专业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鉴定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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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面向国际化的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 
强调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和科学性，积极调整和优化课程

体系框架，实施通识教育改革，拓宽学生学术视野，培养具

有高度适应性的创新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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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实现师资队伍与生源的国际化 
比如开展国际院校、产业间的教学、科研、实习合作；

不同国别间的文化、学术互访活动；定期举行国际专家学者

讲学、报告；通过互换生项目、短期游学项目、国际科研项

目介入等合作方式实现学生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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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外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比如建立校政合作实训基地，共同开发专业课程特别是

实践课程；还可以建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并依托校企实训

基地开展学习参观、市场考察、项目构想、成果转化、企业

创办等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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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基地，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大

学培养人才的根本方向。根据当下我国社会发展要

求，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只有坚持“宽口径、厚基

础、重能力、求创新”之路，才能为社会输送优秀

的档案学专业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