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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智慧农业创新班建设的必要性，剖析了智慧农业人才需求和知识结构要求，提出了智慧农业培

养知识结构的设计，探讨了其课程体系的建设思路，拟为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高质量创新人才的培养

提供策略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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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建设的必要性 

自 2019 年 6 月《安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

发布以来，新农科建设在我国农林高校中如火如荼地开展

起来。新农科建设的开展将改变农林高校教与学的行为；

改变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的方式；改变农林高校的人才培

养范式；改变农林学生的人生命运；改变农林产业发展的

格局，从而重塑我国农业的全球竞争力[1-3]。加强“新农

科”建设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加强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

综合运用信息化、工程化等技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改造升级传统农科，激发“新农科”建设的内生动力，全

面提升服务全球农业发展的能力[4-5]。 
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是主动服务国家新时代现

代农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绿色健康等战略

需求，注重农业智慧生产、作物信息学、智能装备、农业

产业链经营与管理等知识能力的训练，致力培养作物学、

信息技术与农业工程技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型和

复合型人才[6]。 

2  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教学目标与知识结构
设计 

2.1  教学目标 
智慧农业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智慧农业与

大数据创新班针对我国智慧农业建设存在的问题，结合乡

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教学目标涵盖智慧农业基本涵义及作

用、遥感技术、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智慧农业关键技术，涉

及农产品质量追溯、农村电子商务、智能农业装备等现代

农业信息化领域最新知识，培养掌握利用现代农业信息技

术，能独立担负智慧农业领域相关工作的人才。 
2.2  知识结构设计 
我国农业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任务是开展智慧农业，

即将当今世界已有先进信息技术最大程度地在农业各领

域展开应用[1]，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和产出，同时兼顾资源和环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

三农的问题。因而，调整更新传统农学专业课程知识结构

及内容，进行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的课程体系建设，

确保课程的科学性、前沿性和实用性、可操作性兼备，这

些变得势在必行。因此，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的课程

应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在传统农业科学基础上，研究农业

生产各个环节，进行农业资源、环境和生产、加工、销售

等各种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分析与利用，以探索和

把握、利用农业生产全过程信息的变化规律，故智慧农业

与大数据创新班主要知识结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  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知识 
智慧农业人才的工作主要围绕农业信息进行收集、分

析、加工和处理，最终为农业生产决策提供辅助服务。而

农业的生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环境、资源、人、

动植物等各种事物，具体如种植业中气象危害的预测预

报、作物布局规划、水土资源保护、种子的繁育、土壤的

改良、病虫害的防治及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与贮藏、保鲜等

技术。这就需要从业人员拥有较丰富的农业科学基础知

识，才能明确所收集、处理的数据对象的性质，有效辨别

信息，去伪存真，准确高效地收集、处理和利用各种农业

信息。 
2.2.2  3S 技术在智慧农业中的应用 
3S 技术包括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

理信息系统（GIS）。RS 可为农业提供大尺度、多时间序

列的空间信息；GPS 可借助卫星等进行空间定位，通过遥

感信息获取地物特征，为智慧农业生产中作物长势观测、

病虫害防治、水分养分状态监测、测产或智能农业机械作

业动态定位等提供辅助决策信息；地理信息系统（GIS）
技术可把各类农业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叠加并进行分析

处理，绘制出融合了行政区划、社会资源、地形、土壤类

型、作物分布等信息的空间图。 
2.2.3  农业电子商务、农业管理部门电子政务等信息

应用技术 
熟悉掌握农业中公正合理、便捷高效的电子商务、政

务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及其相应系统和原理，有利于规范

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生产各环节的运转协调，实现供给需

求对接，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农副产品，提高农业产值。 
2.2.4  农业数据库与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等信息技术 
掌握数据库技术，了解农业的政策模拟、调控决策方

案模型等智能决策方法，学习以主要农作物、畜禽、水产

等为对象覆盖生产全程管理的专家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

以此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水平，有利于先进技术在更

大范围内得以推广利用。 
2.2.5  学习网络技术、农业物联网等信息应用技术 
了解农业气象监测、环境监测、设施农业微环境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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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溯源、机械设备智能诊断管理等农业物联网技术，

将智能化信息管理技术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不断提升农

业科技水平，最终实现智慧农业。 
2.2.6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应用技术 
学习大数据时代在数据采集、存储、计算等环节的关

键技术，学习掌握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大数据管理与价

值发现技术，学习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 

3  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课程体系建设思路 

智慧农业和农业大数据创新班要通过智慧农业领域

相关知识体系的搭建和知识、技能的传授完成人才的培

养，从知识构成上应该是农业科学生产知识+信息技术与

技能知识+大数据化分析技术+智能装备运用技能多层次

融合（课程体系见图 1）。 

 

图 1 智慧农业和大数据创新班课程体系建设框架 

3.1  必修课程模块 
（1）基础课：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基础、农业

气象学、遗传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农

业昆虫学、生物化学、生物统计、土壤肥料学、农业信息

获取与处理、遥感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基础（ArcGIS）、
大数据导论、人工智能导论等。 

（2）专业课：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耕作学、

农业信息学、农业大数据、农业人工智能（AI）。 
3.2  选修课程模块 
主要由互联网+现代农业、电子商务、农业物联网感

知技术、数据采集与清洗技术、数据处理编程（Python）、

大数据的计算机基础、分布式文件系统、大数据分析与处

理、机器学习与统计学、农业信息化案例（案例研究）、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构成。 
3.3  创新扩展模块 
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网络概论，大数据安全，

Web 程序设计，推荐算法与应用，农业大数据应用解析、

应用与开发等。 
3.4  实践模块 
实践操作：农业信息技术实践、虚拟仿真实验操作。 
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各级各类竞赛、创业指导、大学

生就业指导等。 
校外实训：农业信息平台运维管理、农业大数据实训、

农业物联网工程实践。 
3.5  人文与科学素养模块 
主要包括：社会与职业道德、法律与法规、现代企业

管理、市场营销。 
3.6  资格认证模块（自选） 
可选参加数据分析师、大数据平台数据工程师、大

数据平台架构师、大数据平台开发工程师（包括数仓与

数集、实时流处理、搜索与检索等）、AI 工程师等资格

认证。 
综合来看，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创新班注重作物信息

学、农业智慧生产、智能装备、农业产业链经营与管理等

知识能力的培养，将农业基础科学知识与信息技术融合，

培养作物学、信息技术与农业工程技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能胜任现代涉

农企业及科研部门生产、研究、技术服务及经营管理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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