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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实施，物联网应用专业也应与时俱进，在注重对项目式学习的应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提高人才培养效果和效率，使学生毕业后能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从事相关工作。为了推动改革工作的顺

利实施，需要教师正确看待项目式学习，了解其特点和优势。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物联网AI 应用教学模式，并注重

对学生综合技能和素养的锻炼和完善，不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以此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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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pplication major 

should als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Based on the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nabling students to comprehensively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engage in related work after graduation. To smooth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teachers 

need  to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underst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n this basis, actively explore the teaching mode of IoT AI application, focus on training and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skills and qualities,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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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所谓高质量发展，主要指的是生产力方面的革

新。该生产力作为一项全新命题，实际上，代表的是发展新方向。大力发展该生产力，应注重教育、科技等发展，并畅通其渠道，从而

促进其良性循环。高校结合了科技、人才和创新，是三者交汇之处，应对该生产力进行深入研究，紧跟其发展方向，加强对学生创新意

识、创造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在此背景下，物联网应用专业应立足于该生产力，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一、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物联网 AI 应用教学模式的

意义

首先，该模式有利于解决当下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各自为战

的问题。借助真实的项目情境，呈现物联网架构、AI 算法、通信

协议等知识，并能将这些抽象的知识变得更为具象化，让学生通

过解决实际问题，理解并深化相关理论，此外，也有利于提升其

实践技能。其次，该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和整合能

力，物联网和 AI 的融合，涉及了多个学科知识，如数据科学、电

子工程等等，而项目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是提高其

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2]。再者，该模式对于提升学生工程素养也具

有积极意义，通过让学生参与整个流程实践，如需求分析、系统

实现等等，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于企业开发流程以及质量标准的适

应力 [3]。基于创新视角，该模式有利于推动教学创新，助力教师转

变角色，使其从以往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者转变为具体项目的指导

者，此外，也使学生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探索，符合对于创

新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同时，该模式可以借助校企合作

这一项目把产业前沿相关知识和技术融入课堂，有利于缩短人才

培养与行业需求二者之间的距离，能够为物联网这一领域培养出

大批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较高实战能力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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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联网专业岗位需求调查

笔者在多家招聘网站搜索关于岗位需求相关信息，如将关键

词设置为物联网、AI、项目式学习进行搜索，将学历定位于大

专，最终采集了数千条招聘信息。这些信息涵盖的企业类型众

多，如民营、国企等，且企业所属的行业也较为广泛，主要分布

在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通信服务等方面，本次调研企业所在的

城市主要集中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基于调研结果，得出物联网应

用专业岗位为以下几类：

如技术支持类。该岗位主要为广大的用户提供技术服务，同

时，还可开展方案设计，此外，还能对系统安装、调试等提供指

导，对于客户的疑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能基于客户需

求，制定方案 [5]。

技术研发类。主要是从事智能软件、硬件产品方案设计以及

原型开发相关工作，且涵盖的内容众多，如开发设备终端通信协

议、对接设备和物联网平台等，具体岗位为单片机开发工程师、

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物联网工程师等 [6]。

市场销售类。了解物联网应用专业知识和产品功能，能向客

户呈现服务价值与企业产品，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为 : 开发和维护

客户，基于不同客户和所在区域制定营销方案和销售策略。本文

由于篇幅所限，只选了上述几个物联网应用专业岗位进行分析 [7]。

三、“物联网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的路径

（一）重构跨学科项目化课程体系

物联网应用专业的项目式教学改革离不开课程体系重构，通

过系统重构，便于提高教学效率。如坚持 OBE 理念，在打破学科

界限的同时，积极构建新的课程体系，该体系为三级递进式，且

结合了项目式教学法，所谓三级指的是基础能力，核心技能以及

综合应用。第一级时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个学期，学校可设置

“物联网基础项目实践”课程群，并借助小型项目培养学生的这项

能力，该能力主要指的是对于基础硬件如传感器等的应用能力；

第二阶段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四学期，开始的课程群为“物联网

与 AI 融合的项目开发”，其重点是对学生边缘计算、算法部署

等技能的培养和发展；第三阶段主要集中在第五和第六学期。该

阶段实施的是行业应用与创新项目，对于学生提出的要求为全程

参与到流程开发过程中， 如进行需求分析，完成产品部署等 [8]。

每个项目的模块均可采用相同的教学方法，如将理论、仿真和实

践结合在一起，也被叫作三阶段教学法，其中，理论课时不应占

比过多，即不能超过30%。学校在重构课程时，不应忽视行业认

证标准，而是加强与其的对接工作，如对知名企业的认证要求进

行分析，将其融入项目设计中，从而使教学内容紧密贴合行业需

求。借助该重构，完善学生知识体系，使其由以往的碎片化逐渐

过渡到系统化，在助力项目完成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9]。

（二）注重项目孵化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物联网 AI 应用教学模式离不开科学的孵

化路径，该路径应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注重循序渐

进，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即从低级的基础认知逐渐发展为具

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对该路径进行分析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如

夯实基础、融合技术和综合创新，通过逐层推进，为学生顺利完

成项目奠定基石。如在第一阶段，可通过小型项目帮助学生掌握

关于物联网硬件组网、通信协议等知识。如将温湿度监测和预警

系统为例，要求学生进行数据采集，同时做好云端传输等工作，

侧重点为对技术进行单点突破。第二阶段的项目设计则主要是将

多项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技术协同。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学生

以小组形式进行项目孵化，且该项目涉及多门学科知识，以此来

培养学生的全链条能力以及创新思维。所有阶段应建立闭环，

即将项目导学作为第一步，注重方案迭代的同时，做好路演答

辩 [10]。在此过程中，教师角色也从开始的主导转变为技术顾问。

为了提高模式应用效果，应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并将过程性考核

和成果性指标结合在一起。其中，过程形考核主要是考查学生的

代码规范以及协作记录，而指标则关注的是系统的创新性和稳定

性。这种孵化方式，既有利于学生突破技术瓶颈，又借助真实的

项目场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物联网 AI 应用之工程范式，从而在引

导学生习得技能的同时，也能获得产业思维方面的跃迁。

（三）基于产教融合，创新育人机制

学校应积极走出去，和地方政府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对于

物联网应用专业，则是要建立相应的产业学院，并引入一些典型

的项目案例，而真实案例对于学生而言则更具有吸引力，为此，

教师应多收集和引入此类案例。此外，还应对现在的导师制度进

行创新，如除了给学生安排学业导师外，还应安排企业和创业导

师。不同导师负责不同的内容，如企业导师主要是给予项目指

导，进行技术把关的是学业导师，而创业导师则负责成果转化，

通过三导师制共同为项目实施奠定基石。在此过程中，还应注重

建立科学的调整机制，及时更新项目内容。更新时不能盲目而

行，而是要讲求科学的方式方法，即基于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趋

势，从而保障内容先进、方法科学。总之，基于产教融合，创新

育人机制，有利于提高校企合作频次和效果，即共同开发案例

库，编写教材等，此外，还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其就业率

具有积极意义。

（四）促进项目设计和课程的融合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物联网 AI 应用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离不

开项目设计和课程体系之间的深度、有效融合。如针对项目设计

这一阶段，教师可从物联网应用专业特点出发，结合人工智能技

术特点，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状况，如学习基础、学

习目标以及认知能力等，设计出具有较高价值的主题。如教师可

引导学生围绕智能家居、环境监测以及智慧工业等项目来设计主

题，这些项目涵盖的内容广泛，既涵盖了物联网相关知识，同时

又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利用了其数据分析以及决策功能。

在进行项目设计时，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即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针对课程融合，则要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把多学科知识融

入其中，如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等。在实施时，教师应采用新

颖的教学方法，即将理论讲授和案例演示结合，并组织学生进行

项目实践，该教学法也被称为三段式教学法，不同方法所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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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尽相同，如理论讲授、案例演示和项目实践占比分别为：

20%、30% 和50%。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工程思维以

及系统思维的培养，以提高物联网应用专业教学效率和效果。同

时，构建评价体系，在关注成果的同时，也不应忽视项目实施过

程，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协作意识、团队能力以及创新思维。总

之，借助此方式，能够使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习得知识和技能，是

培养其综合能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五）加强资源建设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物联网 AI 应用教学模式离不开对于资源的

建设和利用。高校在建设教学资源时，除了开发技术文档之外，

还应注重对微课视频、精品课程以及项目案例库的开发工作，以

完善该资源体系。尤其是要建立在线学习开放社区，为其开放共

享创造有利条件，并鼓励学生积极分享项目的成果，并就其中的

技术进行交流探讨。针对师资培养，可借助工作坊形式以及校企

合作相关项目，培养教师实践能力，提升其教学水平。与此同

时，建立科学的育人机制，为了保障项目的正常运行，除了引入

工程案例外，还应邀请行业专家，以保障教学内容的先进性，确

保其能紧跟产业发展步伐。借助这样的资源建设，让该学习具有

了实施保障，同时，也能使学生在做中学和学中做的过程中，掌

握专业技能。在此过程中，还应注重对物联网应用场景的综合开

发，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内容可以再现真实的场景、需求和任务。

四、结束语

总之，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物联网 AI 应用教学模式符合教育发

展趋势以及人才成长和成才规律，为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应积极

转变理念，从而对项目式学习、物联网 AI 应用具有一个更为全面

和清晰的认知，从而在教育教学中能积极采用项目式学习，加强

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本文从重构跨学科项目化课程体系、注

重项目孵化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在提高物联网应用技术教

学质量的同时，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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