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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1+x 物联网证书制度下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徐　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物联网专业的人才需求也是巨大的，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目前培养专业

技术人员的主要渠道。本文从物联网专业“1+X”证书的内涵入手，分析了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职业院校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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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联网人才的需求现状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即“万物相连的互联网”，是互联

网的延伸与扩展。它综合了传感器技术、嵌入式计算机技术、分

布式信息处理技术、现代网络及无线通信技术，是典型的交叉学科。

目前物联网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慧校园、

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我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巨大的。

自 2010 年教育部批准物联网专业作为高校的学习专业以来，全国

各大本科院校及中高职院校相继开设物联网专业，我院在 2006 年

也成立了物联网专业。

二、物联网专业 1+X 证书的内涵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

称职教 20 条），在其中明确提出了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

启动“学历证书 + 若干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下称

1+X 制度试点工作）。“1+X”中的 1 指的是学历证书，反映了学

生的基础教育程度。“X”指的是物联网专业的技能等级证书，反

映了学生的职业技能。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物联

网技术方向的 X 证书目前有传感网应用开发、物联网系统集成和

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将 1+X 证书制度

融入教学中，可以促进职业教育与企业的高度融合，有利于提升

学生自身的实践水平和学习能力，为进入工作岗位打好坚实的基

础。“1+X”对职业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整个物联网体系是三层架构。底层为感知层，包括各种传感

器技术和 RFID 技术，主要是完成数据的采集。第二层为网络层，

主要完成数据的传输。第三层是应用层，客户可以根据应用程序

对数据进行展示和管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基于这三层架

构来进行构建的，引入 1+X 证书制度，我们需要重新定位物联网

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我们学校为例，引入 1+X 证书后，我们

专业以智能家居、智慧停车场、工业物联网等物联网相关行业为

主要服务领域，针对物联网产品研发助理、品质管理、产品测试、

工程管理、工程实施、技术支持、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等岗位，

培养适应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职业意

识和行为习惯，具备相关岗位所需职业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社会能力）的物联网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

四、物联网专业 1+X 课程体系简介

对标 1+X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将物联网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

了调整。打照“平台课程（1）+ 岗位课（X）+ 行业应用实践课（Y）”

的课程体系架构。平台课包括了物联网概论、电工电子技术、网络

组件与管理、射频识别技术及应用、c 语言程序设计、Linux 服务器

管理与维护、数据库应用技术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专业基础能

力；岗位课（X）是相关岗位群的核心课程与 X 相关书证融通形成

岗位模块课程，我们选取了传感网应用系统开发岗位群和物联网应

用系统开发两个岗位群来确立课程模块。注重培养学生面向相关岗

位群的专业核心能力；行业应用实践（Y）与地方区域经济特色、

地方优势产业、学校特色专业结合的行业应用实践模块课程，帮助

学生深入未来从事的物联网相关行业，最终培养出面向产业特色，

符合地方区域经济的物联网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

图 1　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图 2　1+X 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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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x 证书下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议

（一）依托当地企业和物联网专业的龙头企业，构建物联网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校企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目

前很多院校的校企合作理念滞后，合作的深度不够。职业院校和

企业合作，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深入校企合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1. 调研当地和周边物联网企业典型工作岗位，确定人才培养

目标

走访企业，对企业典型的工作岗位进行调研，确立物联网系

统集成、物联网工程维护、技术支持及物联网系统应用开发所面

向的岗位。根据岗位和企业共同构建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

将岗位的工作能力融入教学模块中，使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了

解每门课程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作用，知道自己在课程学习过程

中应该掌握什么样的技能，能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岗位。

本专业主要培养可直接从事物联网集成与测试、物联网系统技

术支持、物联网系统开发等相关岗位，并在获得一定工作经验后可

从事物联网系统架构师等职业岗位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序号
岗位名

称

岗位类别

岗位描述 岗位能力要求初始

岗位

发展

岗位

1

物联网

产品集

成工程

师

是

对公司的网络进

行日常管理维

护，能检测常见

网络故障，分析

故障原因并排除

故障及隐患。

具备传感器分类、

选型、集成和联调

能力具备物联网产

品安装、调试与检

测能力。

2

物联网

系统技

术支持

工程师

是

负责公司产品

UI 设计稿的 pc

端、移动端 web

界面的还原负责

前端公共组件、

基础框架的设计

和实现

具备工业互联网组

网能力；

具备物联网应用系

统设计、调试能力；

具备物联网应用系

统软硬件维护能

力。

3

物联网

系统开

发工程

师

是

组建计算机网络

与网络设备配置

维护能力；网络

故障排除；服务

器配置；网络安

全设备配置等。

熟悉物联网产品应

用开发流程；

熟悉嵌入式产品的

开发流程；

具备上位机应用层

开发等技能；

具备物联网应用系

统集成开发能力。

2. 确立与企业合作模式

依托校企合作理事会，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成立了由行业专

家、企业技术骨干、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组成的新一届专业建

设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研讨校企合作途径、方法，分析物联

网行业发展需求和职业岗位对人才的要求，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及

其岗位（群）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审定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共建校外实习基地，协同安排实践教学，负责双师素

质教师的培养；校企双方教师员工实行互兼互聘，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形成互动双赢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

（1）建立“六联合”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与周边企业单位

合作，联合进行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制订教学标准、合作开发课程、

组织教学、联合建设实训室、选聘导师、评价教学质量。借鉴企

业标准，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制定“学生行为规范”，使学生了解

企业文化、企业行为规范和安全环保等方面的知识，提升学生的

职业素养。

（2）建立校企合作企业工作站。与紧密合作的物联网企业建

立校企合作工作站，选派负责人负责校企联络、学生顶岗实习落实、

学生教育管理和科技研发等工作。通过企业工作站，教师既能在企

业进行实践锻炼和科技服务，又能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于物联网技术相关企业紧密合作的

过程中，构建了“三阶段”校企合作模式。第一阶段即学生进校

的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这一阶段学生主要完成的是公共基础课

程的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这一阶段的企业合作模式主要是物

联网企业的参观学习加专业引导讲座。让学生对自己专业到底可

以做什么有一个直观的概念。第二阶段是第 3、第 4 和第 5 学期，

这一阶段是学生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阶段，这一阶段与企业的合

作模式是共建实验实训基地，配置企业导师和专业导师完成课程

重点技能的学习和实训训练。第 3 阶段是第 6 学期，这一阶段的

校企合作模式主要是到物联网相关企业进行定岗实习。

3. 与企业共编教材，共建网络开放课程

摒弃教材中过时的内容，将企业最新的技术引入到课程中，

编写校企合作教材。比如射频识别技术，市场是的 RFID 教材还是

以理论讲解为主，重点关注的是 RFID 的组成及通信原理。扬州做

RFID 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与企业合作编写活页式教材，

将企业有趣案例引入教材，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动手实践。

同时为了学生学习的可持续性，将教学内容放到网络平台，让更

多人加入课程的学习中。

（二） 组建创新工坊，引领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除了与企业的深入合作，学校自身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寻

求其他的方式来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工坊是由几位核心专

业教师组成，加入一部分学生组成的团队，可以达到进一步提升

学生专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人能够力。整个物联网专业在人

才培养的 3 年，所要学习的课程是很多的，很多时候是学了这个，

忘了那个。创新工坊主要依托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和互联网 + 项

目以及挑战杯等项目，提高学生综合学习的能力。

（三）1+1+1 导师制，形成职业规划

在现代学徒制理念指导下，以“启航―竞航―远航”育人模

式为引领，科学地设置课程体系，不断优化“双导向四融入一驱动”

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对专业岗位核心能力

进行分析、研究与充分论证，为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充分

保证育人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和教师主导地位，依托省级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探索实施了具有鲜明

工学结合特色的“1+1+1 专业导师制”。

六、总结

1+x 证书的引入对高职院校的发展将带来一个发展的新契机，

对物联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度校企合作，

将更好的推进和完善证书制度，学生能在学校就获得岗位技能，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企业也能招到合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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