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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专业“3+2”专本贯通分段培养一体化课程体
系研究
刘  云  汪春燕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重庆 402260

【摘要】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3+2“专本贯通的课程体系是高职

与对应的应用型本科贯通培养的最重要环节，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利措施。本文针对“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对高职

院校与应用型本科“3+2”贯通分段培养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进行研究，为3+2专本贯通同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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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2”专本贯通分段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由于高职与应用型本科两个不同阶段的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分别由不同层次的学校分阶段制定实施教学，高

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学校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无法

满足高职与本科阶段课程的一体化设计，存在着以下不

足：   

1.1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两阶段课程设置存在重复
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根据四年制本科的人才培养方

案来设置课程体系，专科按照 5年制来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势必造成两个阶段的课程内容的重复。以物联网应

用技术专业为例，部分专业课程如《单片机应用实训》、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和《RFID技术及应用》等课程

在高职阶段已学过，学生升入本科阶段的后两年学习可

能还要继续学习这些课程，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

1.2高职与本科阶段的培养理念存在冲突
本科注重理论基础，高职学习阶段的课程体系注重

专业实践技能，公共文化基础类课程比重偏少，课程设

置忽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多数高职院校学生的英

语、高数和大学物理基础比较薄弱，物联网专业的高职

类学校均不开设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量统计、大学物

理，不了解电磁场的基本原理；英语的听、说、读、写、

译能力差，高职阶段的文化理论基础不够扎实。

1.3高职阶段与应用型本科职业资格考证脱档
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实行“双证书”制教学，学

生顺利毕业后拿到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和专科毕业证，专

科学习阶段强化课程实训教学、社会实践和顶岗实习等

教学环节。而本科学习阶段偏重专业理论知识教学，学

生进入本科学习阶段后，课程教学体系未设置职业资格

考证的内容，造成高职学习阶段与本科职业资格证书不

衔接。

2 “3+2”一体化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
2.1贯通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应符合市场和企业需要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一体化的课程体系设计应通过

市场和企业的充分调研，确定本专业 3+2分段贯通培养

所要求的典型岗位职业能力，根据岗位职业能力培养，

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对应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物联网应用专业“3+2”贯通的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主要

依据三个目标：①有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知识，让学

生获得更广阔职业生涯发展平台；②有更扎实的专业实

践技能，学习能力突出，动手能力强，遇到专业实践问

题能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快速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

③有较高的职业能力素养，能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具有终生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2贯通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应充分考虑五年制贯
通特点

物联网专业“3+2”专本贯通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应

根据全日制五年贯通培养特点，有效利用高职院校和本

科院校两个不同阶段的优质教学资源，全面提升学生的

专业实践能力和理论素养。在专科学习阶段注重专业技

能提升培养，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在本科学习阶段，

旨在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综合能力，提升工程综合素质

为培养，构建专业能力培养平台，培养物联网行业高级

复合应用型人才。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以工作任务为导向，开发物联

网应用技术专业课程，融入物联网行业专业技术标准和

技术规范等，教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实现教学做合一，

促使学生主动思考，系统地掌握专业理论与实践知识，

实现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与职业核心能力一致。 

3 “3+2”的高职本科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3.1一体化设计的理论课程体系
通过市场需求分析和企业调研，深入探讨不同学习

阶段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要求，实现高职院校与应用

型本科两阶段的贯通培养，分析物联网应用技术职业岗

位群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确定典型工作任务，通过分

析典型工作任务，确定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生应具备

的岗位职业核心能力。针对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围绕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构成“公共基

础平台 +专业基础平台课程 +专业核心模块课程 +个性

化培养模块课程”的“两个平台 + 两个模块”主要课程

体系，充分实现 5年的贯通培养。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高职与本科一体化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

业必修或选修和专业综合实践与毕业设计四个模块组成。

四个模块在高职院校与本科学习阶段的课程设置层次分

明，课程设置与技能培养实现递阶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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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体化设计的理论课程体系

3.2一体化设计的“三级项目制”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课程项目、课程群项目和综合实战项目三级项

目课程体系，以校内共享实训基地、应用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和校外实训基地三级实训平台为实施载体，通过项

目实现跨技术融合，注重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与职业素

养培养。以物联网应用专业为例，第三学期有单片机应

用技术（课程项目）、传感器技术及应用、上位机软件

设计等课程，可以建立三级项目如单片机单个实训，传

感器采集单个实训，上位机软件程序设计等，学期末以

集中实训周的形式建立以三级项目为基础的课程群项目，

设计出上位机界面采集传感器数据的综合实训，大三学

习阶段以综合实战项目设计融合所有的课程群项目，强

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强化职业素养训练。后 2年本科

阶段的专业实践课程强调综合实践能力，是高职实践课

程的扩展和延伸。

 图 2   一体化设计的“三级项目制”实践教学体系

加强高职院校与本科阶段教育的无缝衔接，建立现 代化职业教育体系，需要高职院校与本科学校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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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3+2”贯通分段培养的一体化课程体系。高职院

校与本科阶段各个课程模块要与职业资格证书相衔接，

与岗位职业能力要求相衔接，“3+2”专本贯通的后 2年

本科阶段的学习课程在前 3年的高职课程中建立基础，

高职学习阶段课程在本科阶段课程中扩展，实现 3+2分

段培养课程体系无缝衔接，培养物联网行业高级复合应

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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