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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联网工程高级职业人才培养的层次定位
物联网工程专业职业本科教育不是物联网技术专业高职专科

多开设几门课程，也不是普通本科的理论学习为主线，更不是
企业技能型人才孵化器。物联网工程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和课程
设置上应当体现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特点，明确其人才
培养的层次是高级职业人才培养，这类人才的显著特征有几个方
面：一是有扎实的应用型理论基础，学习能力强，掌握物联网
工程技术原理，实践应用能力突出；二是学习内容和能力培养
要与物联网产业岗位需求的素质养成匹配，毕业即就业，对标
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企业的需求，而是整个物联网产业对某一岗位
就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例如传感器网络集成工程师、PLC集成项
目总监等；三是突出核心竞争力，同时知识面要适当拓宽，对
智能化产业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应用发展较为敏感，在技术应
用、产品集成化方面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有成为大国工匠的
厚实潜质。

2  物联网工程高级职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依据前述的人才培养层次定位，物联网工程专业职业本科教

育必须兼顾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复合性、职业性、区域性和社会
性等多重特性，培养的是智能化技术基础理论和物联网工程实践
操作技能兼具的职业技术型管理人才。从物联网产业的岗位系列
人才需求层次来看，对接物联网职业本科人才教育的培养目标和
人才特色，培养目标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高学历层次，毕业生
应当知识面广、学习能力强，理论扎实，物联网技术应用能力强，
不但掌握专业技术，而且对不同的产业要有一定的了解，毕竟物
联网技术要用于解决不同产业的问题；二是职业性强，按物联网
产业岗位要求进行人才培养，学生可以在不同阶段按兴趣和能力
选择某些岗位进行学习锻炼，对岗位工作过程和沟通界面基本了
解；三是技术性强，物联网产业是一个技术型产业，技术应用环
境参差不齐，要求从业者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四是服
务面向的区域性，此专业培养的人才应首先适应所在区域的产业
发展需求，例如我校所在海南地区，毕业生应当具有建设海南自
贸区智能化城市的对应能力，或开发设计，或物联网架设等；五
是办学模式的社会性，高级职业人才的培养必须走产教融合培养
之路，学生必须“学以致用”，在业界中得到职业能力锻炼，一方
面激发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让其明确岗位素质的真切需求，再一
方面让他们有更自然的岗位适应能力；六是创新能力培养，智能
化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各种技术层出不穷，学生应当了解产业发
展方向，对新技术应用满足现实社会需求有一定的敏锐性，具有
对原项目进行升级改造的能力。

3  物联网工程高级职业人才培养的模式构建
3.1构建OBE人才培养模式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理念，又称为“产出导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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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冶，其依据“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冶的指导思想，
反向设计教学实施目标与课程教学体系，使学生能在学习过程中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现预期目标。

培养物联网工程职业应用技术型人才要突出“应用导向”，理
论学习与能力锻炼要强调“实用”“好用”“够用”。因此，可以构
建“2+1+1+X学做融合”模式，前 2 个学期的在校学习基础理论
知识，从第三学期开始至第7学期，充分整合产业岗位的职业需
求，课程安排上核心课程授课“1部分”先由业界导师进行岗位引
导，让学生真实感受特定岗位的能力要求和职业发展空间，并让
学生参与目标岗位的实践活动，实践学时不低于24工时，且要保
障学生参与真实的项目活动，观察到物联网技术应用实况。在此
过程中，课程主讲教师要更新课程对标岗位能力需求指标，设计
和优化课程学习的情景仿真架构，并贴合学生的岗位认知，据此
开展另“1部分”内容传授。课程分阶段进行检测，检验学生的能
力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与岗位要求的差距在哪里，并进行教学改
进。X为学生校外锻炼部分，在第7个学期由企业进行物联网工程
实训,第8个学期进行企业顶岗实习。

3.2工作过程化的技能型人才培养
职业本科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毕业即就业”，学生的能力培

养与产业岗位素质要求精准匹配，人才产出不需再进行复杂的、
高成本的入职能力培训，甚至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锤炼后还可

“返炉再造”，提升人才的复合性、时代性。因此，物联网工程专
业的职业人才培养必须要了解行业的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工
作流程、工作界面、团队沟通技巧等，这就要求进行职业能力培
养时，在授课过程中要开展情景仿真学习，从部分到综合，从简
单到复杂，逐步熟悉特定岗位的工作过程，例如传感器检测与技
术课程，除了学习原理和技术外，还应进行情景模拟，比如客户
需求调研和分析、项目策划、项目设计、需求变更与管理、项目
控制、验收等，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同时学会团队分工和协作，共
同完成不同的项目任务，了解真实的岗位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界
面。如此，当学生进入企业岗位时，能快速融入团队和迅速适应
工作环境，包括企业文化。要进行这样的人才培养实践，对教师
的挑战很大，必须有组织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倾斜支持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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