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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的农业也逐渐向现代化模式发展。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中，物联网技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农业互联网技术应用性强，且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可用人才。高校对于农业互联网课程的现有教育方式应该适当就行

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农业互联网教育体系，探索出一种新的学习模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学会自主思考问题，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从而获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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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工程是一门知识面广、知识点多的专业课程，

学习起来复杂繁琐。为了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率，教育改

革迫在眉睫。老师需要具有创新精神，通过多媒体课件、

翻转课堂的形式让学生更加深入的进入到课程中来。学

生在课余时间也要多进行农业实践、学科竞赛等活动，

以此培养兴趣爱好，从而更好地提升自己。本文就农业

物联网课程的改革与探索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进行谈论。

1课程改革与探索中所面临的问题
1.1课程有难度、学生学习兴趣低
农业互联网课程不只重视理论知识，同时重视学生

实践，学习这门课程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

展。这门学科与信息、电子、农业等多个专业息息相关。

因此课程难度很大，从而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十分低。

1.2教学模式没有创新
课堂教学模式没有创新，仍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老

师讲课，学生听课，学生本身就对这门课程兴趣不高，

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也让学生参与度不够。由于专业涉

及面广、基础性较强，导致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

1.3考核模式单一
考核方式十分单一，理论成绩大于实践成绩，学生

经常为了应付考试，在期末突击背诵，背完就忘。这种

单一的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发展，学生在专业

领域就业是最好的。然而实践才能看真知，只有经过实

践才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更好地应用到工作

中来，从而使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才会发展的更快更好。

1.4学校设施不健全
学校并没有关农业互联网的创新实验基地，对于硬

件和软件的技术支持也不到位。

2改变教学模式，提升学习兴趣
2.1引用多媒体课件
通过现代化教学的手段，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生分

组训练，老师为每位同学定制专属学习计划，这样可以

提高学习效率。引用多媒体课件，将其与传统的书面教

学模式相结合。也可以引用计算机仿真软件，模拟实践，

也可以提升学习效率。通过现代化教学的手段可以让学

生对所学知识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从而达到更好的

学习效果。

2.2改革教学策略
由于农业物联网课程包括许多方面，如：物联网数

据采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高速公路上的 ETC系统的

应用等，所以会有很多经典的案例可以应用到教学中来。

利用这些案例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他

们的思考能力。另外大都案例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应用案例教学的方法能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所学的具

体知识内容。同时，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也会增多，

从而提升学习的课堂效率，获得进步。

除此之外，老师在课堂的教学时间是有限的。因此，

老师可以提前录制好课堂教学的视频，通过超星、慕课

等学习系统发送给学生，让学生可以随想随看。这样的

学习视频内容要精简，不能复杂冗长。同时老师也以定

期发布一些问题、理论文献在软件上与同学进行实时互

动。这样在课堂上老师就可以专注于重难点的教学，节

省许多时间。另外，通过分组讨论，翻转课堂等形式让

学生们成为课堂的中心，可以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

的相互交流，从而使双方达到共同进步。

2.3建全实践系统
从专业特色来入手，农业物联网课程主要是研究农

业信息的。因此基于这一特点，农业物联网实验室的建

立必须满足可以观察农业具体情况和农业监督的需要。

要结合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为学生的学习还有培养

创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训练实验基地。

在学校建立实训基地之外，在校外可以和一些相关

企业进行合作。让学生去到企业基地进行学习，由企业

负责人进行授课，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提升学习兴趣。

对学校教师也要进行系统的培训，同时鼓励老师和学生

参与关于农业物联网的科研活动。老师指导，学生操作，

实现科研创新，增加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外，也提高了他

们的动手实践能力。

建设完备的课程学习资源库，资源库的内容要包括，

专业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课程、教学创新、师资力量、

实践训练、专业考核等各个方面。资源库可以收集老师

和学生的优秀创新实践记录，同时要起到引导学生自主

思考探究的能力，从而达到提升。

学校也要向有关部门反映和申请相应的学习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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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样才能获得有关部门的技术

支持和指导。

3完善互联网课程的教学评价
3.1变化考核方式
当今社会的绝大部分高校都是以理论考试的形式进

行闭卷考试，考试的内容为老师课堂上教的理论知识。

部分学生会选择临阵磨枪，在期末复习阶段进行背诵，

这样不利于知识的学习。因此建议考核的过程应该贯穿

整个学期学生的学习过程，不仅考查理论知识，同时考

察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学习态度、团队合

作、创新思维等多个方面。通过这种阶段性的考核也会

让老师充分了解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进行下

一步教学。课程的成绩应改成：学生的阶段学习情况占

40%，实践情况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30%。阶段学习

情况包括：学生的学习态度 5%、学习效率 5%、团队合作

10%、创新思维 10%、反思与总结 10%。

3.2建立评价机制
建全评价机制，通过老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互

评等模式进行多元化评价。以往的评价模式都是老师点

评，这样的方式不能让学生直观感受自己在学习中的问

题。加入自评和互评的模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让学

生感受自己的不足，及时反思，并加以改正。

农业物联网课程涉及面广、知识点多，学生学习起

来没有兴趣。为了为社会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教学改革刻不容缓。通过教学改革，可以锻炼学生的动

手能力、活跃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等。同时，

老师也要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通过创新的方式进

行授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锻炼学生的自主探究

能力。最后，学校也要建设良好的实践基地供学生学习

和思考。同时与校外企业进行良好合作，为社会提供农

业物联网技术的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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