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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下涉农高校物联网专业教育模式探索 

——以塔里木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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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基建是应用型、综合型高校新工科建设的着力点，是提升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创新人才需求的抓手，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对于新疆地方高校来说，应把侧重点放在

植根本土化特色，科学构建“全人格”高校育人模式，将新基建融入高校物联网专业课程教学中，人才培

养目标导向、技术知识以及技能需求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有效手段。将新疆地方涉农高校的农业专业

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运用紧密结合，让新疆地方高校学生立足南疆，面向兵团，服务新疆，真正意

义上实现新疆地方高校教育理念从“成才”到“成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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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促进“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导，2019
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
新基建建设[1]。2020年初在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局面
下，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3月的政治局常委会，在
进一步强调加快新基建时，又明确地增加了其中“数据

中心”的建设内容[1]。新基建建设背景下，未来产品的

生产将逐渐实现全链条、综合化以及跨界化，高校教育

的发展应遵循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三者统一[2]，尤

其是新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要有自己的“灵魂”，在教

育理念与专业人才培养上要作出改变，由原来的强调满

足市场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转变为人的全方位发展的

高素质教育。 

1  新基建为涉农高校物联网专业教育提供支点 

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
型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被称为新基建，新基建的主

要领域可以归纳为 7 个方面，即 5G 基建、人工智能、
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

通、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发电桩[3]，如图 1 所示，这 7
大领域几乎覆盖了应用型、综合型高校的专业，从大学

教育的角度来看新基建，不仅仅是新基建可以带来多么

可观的经济增长，而是新基建涉及的诸多的产业链给高

校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些产业链给高校专业的发

展提供了思路。 

 

图1  新基建7大主要领域 
作为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物联网专业，具有显

著的新工科专业特征，尤其是涉农高校的物联网专业建设

在国内各高校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相对较少，专业建设新理

念、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工程实践的新体系和质量评价的

新方法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在新技术革命前沿的

背景下，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建设切入，新基建与高校物联

网专业相结合，一是为万物互联奠定新基础；二是为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拓展新空间，更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

需要[4]。高校的物联网专业教学也要从原来的驱赶型学习

方向转变为创新驱动为导向，以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 

2  当前地方涉农高校专业教育模式 

目前多数地方高校的教育模式是将创新创业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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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育相融合，形成个性化的创业课程，学校也会培养

一批高素质的双师型的队伍用来开发构建系统的创业教

育，这样的教育即有利于专业知识的整合，同时也有益于

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塔里木大学作为地处南疆的一所

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尤其在农林和畜牧传统优势学科方

面，其余各学科交叉融合，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对南疆当

地高校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塔里木大学

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对现有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践

教学阶段进行优化，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提高工程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农业产业化升级

所需的工程实践能力。具体项目将分别从校内实习实训、

校外农业企业生产中的实习实训开展研究和探索。 

3  新基建下物联网专业建设探索 

3.1  新基建布局数据中心，提升物联网专业融合

度 
当前人类的生活无数据不存储、无数据不计算、无数

据不真相，各行各业的业务都需要数字来进行体现，人类

生产生活正在被数字所定义[4]，因此新基建布局的“大型

+边缘”数据中心即是高校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的必然要
求，也是提升涉农高校中农业数字化的集中体现。2020
年塔里木大学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里加大了实

训实践课程的学分，通过加强专业认知实习，围绕当地产

业化发展需求，联系区域内知名企业，引导学生到企业内

开展相关的生产实习工作，改变之前毕业实习只重视技术

训练，忽视行业背景的现象。总体目标就是尝试通过在专

业培养过程中从专业认知实习至毕业实习全方位实践能

力提升，对塔里木大学物联网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进行改革

和探索，培养满足当地产业化升级的物联网高级应用人

才，从而为南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2  践行“全人格”教育理念，提高物联网专业

人才培养契合度 
围绕新基建对理工科人才的新需求，高校可以从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以及人工智能

素养等方面，通过将专业能力与立德树人融合，教育作为

培养人的活动，不论是应用型、研究型的大学还是技能型

的大学，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都是人的养成，2020 年是
特殊之年，中国的经济面临超乎寻常的压力，在国内严重

的疫情以及国际市场金融动荡的环境下，新基建的重要意

义正在不断凸显[7]，大学教育如果只是单纯的掌握单方面

的知识或者技能，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不能满足

时代的需求。因此，在我国稳中求进、奋战新冠肺炎疫情

并力求实现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的过程之中，大学教育不仅

仅要注重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更要注重人的发展。 
3.3  深化校企“双主体”育人，推进新基建校企

协同育人创业 
深化校企“双主体”育人，不仅仅有利于培养高校学

生的创新思维各意识，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将创新、创业、实践培训等融入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方案中，

开展产教合作项目、顶岗实习、实习基地建设等，创新校

企合作基地空间运营与保障，把单一校企合作升级提档为

企校多方协同，提升对接服务产业链水平[5]。 
3.4  开设新基建通用能力课程和专业课程，融入

新标准内容 
围绕新基建背景下的技术转型升级，学校可将人工智

能导论、边缘计算概述、AI 等课程作为通用能力课程，
为学生概述介绍基于新基建下优秀企业等典型案例，在通

用能力课程的基础上，按照物联网、边缘计算、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方向，开设智能传感器及应用、控制原理技术

及应用、中间件设计、云平台与大数据技术等技能方向的

课程，帮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5G 等技术在物联网专业
中的应用，帮助学生提高知识和技能的可迁移性，成为适

配专业岗位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6]。 

4  结语 

新基建背景下不仅仅提出了技术新，也提出了模式

新、领域新，多数地方涉农高校的侧重点在于教学，在新

基建的条件下如何强化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新基建提供

了支点，如何将新基建融入到当地高校形成教育新理念、

专业新结构、人才培养新模式等将不断被探索，当地高校

应主动成为经济发展下人才需求的主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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