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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复合型人才需求加大，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对医工融合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本文深
入分析当前物联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探索物联网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调研医工融合人才培养现状，探究培养学生具备
解决医疗卫生、大健康行业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的实践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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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和重叠领域越来越多，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对
医工融合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美国、日本设立近年来制定并实施
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重点关注“生命科学”、“信息与通信”
等领域，主题是“解除人民疾病的困扰”、“实现人人都能很好的生
活的社会”。我国对于前沿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教育发展也非常
重视，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前沿新兴学科和交叉
学科的教育建设和发展，高等人才教育需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与深度进军”。《“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中国制造 2025”和“健康中国 2030”战略，为科学研究的
发展带来全新格局，使得医工融合、协同创新成为了交叉学科未来
汇聚发展的学科前沿。 

2.医工融合人才培养现状 
（1）培养“医工融合”的交叉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挑

战 
改善健康状况已经成为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改善健康状

况这种全球性的复杂问题需要多个学科的合作，例如当前全球面临
的新冠疫情(COVID-19)，疾病的诊断试剂研发、呼吸机和口罩机的
研发，都需要多专业、多学科、多领域的人才共同进行的。迎接这
些挑战的人所需要的教育背景不可能由一门学科提供，这就使得社
会迫切需要培养“医工融合”的交叉应用型创新人才。 

（2）“医工融合”背景下物联网工程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
究 

以医工融合人才培养的物联网工程专业国内开设很少，文献搜
索“医工、物联网工程”为关键词结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在实践教
学体系方面的具体研究极少。王菲（2018）等人指出医工结合研究
前景非常好，但需要医院科研人员与高校和企业积极合作。边智伟
（2021）等人重点在医工融合下多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
行研究。王竞（2017）等人是以医学院校物联网工程专业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体系建设进行浅度研究。已有研究对“医工融合”背景下
对物联网工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许多探讨，并相应地提出
了问题解决的对策与建议，多偏向于宏观层面的研究。 

3.医工融合人才培养的物联网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3.1 基于医工融合理念下，实现以医工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目标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以工科本科教育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的

工程能力为核心，以计算机专业为平台，以医学为应用载体，创设
“医工融合”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综合能力和工程创
新素质的目的，满足“新工科”背景下对医工融合的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 

以一、二课堂为阵营，构建递进式分层分类项目化教学。以项
目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导向，重构模块化多层次课内实践教学内
容，以“教学团学一体化”引领第二课堂，构建学生、班导师、项
目导师、职业导师“师生共同体”，以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企业实战项目计划为载体，着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综合工程
素质。以工科专业为基础，应用医科实践平台，探索建立新工科建

设的新模式，实现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
跨界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3.2 汇聚校内外育人资源，夯实三大实践教学平台 
围绕医工融合应用型 ICT 人才培养目标，融合专业实践教学资

源和校企协同育人资源，打通实验-实训-实战关卡，通过政府部门
专项投入、学校自筹、企业共建多途径实施三大平台建设，新增人
工智能系统、云数据中心等平台以及行业应用案例、在线虚拟仿真
库、教材等配套教学资源，有效支撑 ICT 主流技术与应用实践。依
托“医+工”双师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学生四项能力。汇集校、企、
医多方资源，聘用“医+工”双领域的专业教师，组建交叉学科创
新师资团队，针对性地培训现有师资和引进医工融合师资。在不断
完善创新型师资的同时，开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磨合和优
化组织、学生、师资、资源和平台等因素，创新培养学生的实践基
础能力、实践综合能力、项目开发能力、岗位能力。 

3.3 依托项目载体，增大过程性考核建设“五类”主体评价体
系 

打破物联网人才培养“边界”，采用校内医科+工科教师共同教
学，聘请企业师资进行实践项目指导，依托实验室开展“工+医”
应用实践模块课程，接触领域前沿。切实建立了教学项目评价指标
体系，为物联网工程专业面向医学领域实践教学培养环节服务。建
立“评价－反馈－改进”闭环反馈，完善学生、老师（专职医+工
老师）、企业导师、督导、企业评价“五类主体”的评价体系，通
过实践教学过程的全面监控，保障实践教学体系良性运行。 

4.总结 
本论文以国家政策为支持、医工学科融合理念为引领，以医工

交叉领域人才需求为导向，基于物联网工程专业的多学科交叉融合,
系统集成性强，工程实践性强等特点，构建以培养学科实践基础能
力、实践综合能力、项目开发能力、岗位能力为目标的物联网工程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急需优化工学人才培养结构，促进医工学科交
叉融合。对标公共卫生领域对 ICT 产业需求，按照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调整物联网工程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加快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建设，促进医工科交叉融合。要以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递进
式分层分类项目化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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