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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报告

一、成果简介

中国工业和信息部 2018 年统计数据表明，福建省物联网产业规

模居全国前列，不断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物联网实验室和全国领先的优

秀骨干企业，形成了集信息感知、传输、处理、应用于一体的物联网

产业链条，物联网产业创新体系基本形成。OpenHarmony 是一款面向

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实现极速发现、极速连接、硬件互助、资

源共享，用合适的设备为用户提供场景体验，已成为物联网最具生命

力的生态底座之一，国产化替代发展趋势明显，物联网产业对于掌握

鸿蒙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也愈发迫切，而高职物联网类专业群在课

程体系、实践教学、师资能力等方面普遍滞后于产业的新要求。

针对这一问题，2019 年学校受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江苏

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开展鸿蒙智能物联技术人才培养等课题

的研究，并在“物联网+智能制造”福建省应用技术工程中心、福建

省高水平专业群等项目的连续建设中，校企共建、专业协同，创新实

践了一套“以生产性基地为载体、生产性工程项目为牵引、鸿蒙 OS

为技术底座、工坊轮岗为教学模式”的复合型人才实践教学体系。主

要成果如下：

（一）联合华为云、江苏润和等鸿蒙龙头企业，挖掘鸿蒙岗位工

作任务，提炼鸿蒙知识技能图谱，升级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新技术课

程 10门，工程项目化课程 5 门，完善了鸿蒙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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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成五个专业工坊，涵盖“电子板卡设计与制造、开源鸿

蒙操作系统迁移与适配、智能产品设计与生产、开源鸿蒙移动应用开

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为学生提供技术技能交叉、工程能力递进

的生产性实践平台。

（三）通过项目经理制的校企混编、跨专业协作，打造了一支“双

师型”高水平结构化团队，形成了鸿蒙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坚实支撑。

（四）借鉴华为云开发者创新中心培养模式，推行“工坊轮岗”

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在项目经理带领下，完成从项目化到综合应用的

实战任务，极大优化了鸿蒙人才培养的教学流程。

该成果实施以来，物联网专业群 1500 余名学生受益显著，学生

的技术能力获企业认可，近 30%学生获得鸿蒙工程师（初级）以上认

证，超过 20%学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奖，近 20%学生被华为开发者中心

（厦门）、神州数码等知名企业录用。教师队伍的“双师”能力显著

增强，学校于 2021 年入选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优秀案

例，30%的教师被企业聘为技术顾问参与研发，8 项成果被厦门市科

技局立项支持。专业群整体实力显著提升，成为省级高水平建设专业

群（A 类）。实践基地获批物联网+智能制造福建省应用技术工程中

心、工信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人才基地等。该成果影响力逐渐显

现，荣获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成为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典型案

例。湖南 AIGC 数字经济产业园借鉴学习本成果的先进经验，推行园

区实习轮岗机制，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等 10 余所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也

参考应用了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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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面向鸿蒙智能物联复合型人才培养新要求，本成果主要解

决了以下教学问题：

1.面对鸿蒙国产化替代快速推进的形势，专业群教学内容难以及

时跟进升级的问题。

2.面对智能物联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专业群实践教学难以

高效提升学生技术复合能力的问题。

3.面对新技术要求，教师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难以及时更新的问

题。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团队教师协同行业企业立项了省、市级多项课题，从课程建设、

专业群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产业学院建设及人才培养质量研究等方

面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取得的研究成果（成果见表 1）支撑了

“以生产性工程项目为牵引的鸿蒙智能物联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创

新与实践”教学成果凝练，组建的项目经理式“双师型”高水平结构

化团队，建成的真实的教学场景，保障了跨专业工程项目实战教学模

式的实施，及时培养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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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论研究成果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批准

时间
批准单位

1 / 鸿蒙智能物联人才培养 咨询报告 2019.6

华为云计算技

术有限公司

江苏润和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2
ZJS202008

25

基于工业互联网技术

“教、产、培、创融合教

育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中华职教社课题 2020.6 中华职教社

3
ZJS202008

34

面向智能家居的物联网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标准研究

中华职教社课题 2020.6 中华职教社

4
CANFZG212

27

产学研视域下高职院校

企业化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民办教育协

会课题
2021.5

中国民办教育

协会

5
FJJKGZ21-

081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模式

与与人才培养协同机制

研究

福建省教育科

“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

2021.9

福建省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6 NO:23032
元宇宙视角下的量子技

术教育探索

厦门市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课题

2023.11

厦门市教育科

研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7
FGJG20232

4

以工程项目为牵引的“3

×N”大实训课程的构建

与实践--以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物联网应用技术

专业群为例

福建省高等教育

研究院福建省高

等教育改革与研

究项目

2024.3
福建省高等教

育研究院

8
ZHGC10213

3

元宇宙背景下虚拟数字

人线上教学创新与实践

中国智慧工程研

究会“十四五”

规划课题

2023.2
中国智慧工程

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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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携手龙头企业、厘清技术图谱，重构鸿蒙智能物联专业群实践

课程体系

携手华为云、江苏润和等龙头企业梳理岗位技术需求清单，筛选

出“智慧车机、智能台灯、智能机器人”三类企业典型生产实践项目，

提炼了“PCB 技术、迁移适配技术、智能产品开发技术、鸿蒙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算法”上下游产业链所需技术图谱，建成了一批“鸿蒙

+”智能物联课程，明确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实施路径（如图

1所示）。

图 1鸿蒙智能物联专业群实践课程体系实施路径

以鸿蒙技术应用流程为主线，电子板卡设计与制造工坊进行板卡

硬件底座生产、开源鸿蒙操作系统迁移与适配工坊提供操作系统适配、

智能产品设计与生产工坊完成硬件产品制作，开源鸿蒙移动应用开发

工坊进行软件 APP 开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工坊生产 AI 模型，校企

合作系统构建工程化实践教学内容，完善教学资源，升级专业交叉融

合课程体系，建设完成鸿蒙操作系统导论等 3 门鸿蒙理论、

OpenHarmony 硬件开发实践等 7门专业技术课程，开发电子设计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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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制作、操作系统迁移与系统适配等 5 门生产性工程项目课程，专业

协同完善技能类和综合类课程升级，打通鸿蒙智能终端产品从 0 到 1

生产环节，训练学生全系统、大综合的技术应用能力（如图 2所示）。

图 2 鸿蒙智能物联专业群实践课程体系

2.工程导向、工坊支撑、项目验收，重构专业群实践教学模式

以华为云开发者创新中心、物联网+智能制造福建省应用技术工

程中心为依托，遵循技术融合、系统集成思路，反映物联网技术真实

创新应用场景，系统化构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对应建成电子板卡设计

与制造、开源鸿蒙操作系统迁移与适配、智能产品设计与生产、开源

鸿蒙移动应用开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五个符合上下游产业链的生产

性工坊。

教学实施形式上借鉴“华为鸿蒙工程师认证”培训模式，实施“工

坊轮岗”教学模式。鸿蒙智能物联全产线开发流程包含板卡开发、系

统适配、产品组装、软件应用、AI 模型训练五个上下游岗位链，与

专业群各专业映射关系如图 3 所示，每岗位需要一个到三个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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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支撑，各专业学生学完平台及专业技能课程后，按专业映射关系

进入对应工坊，由项目经理按照工程项目应用开发流程并配置小组合

作学习项目内容，按照“基本技能学习、技能提升应用、工程项目实

战、工程项目验收”四个阶段对学生进行阶段性教学及评价，项目验

收合格后，可进入下一个工坊进行学习。

图 3重构专业群实践教学模式

如：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生先在“电子设计与板卡制作、开源

鸿蒙迁移适配、智能产品设计与研发”工坊 ，按照工程项目应用开

发流程、配置小组合作学习“硬件板卡设计与制作、操作系统适配、

硬件产品组装与调试”等课程，实施“技能掌握学习、技能提升应用、

工程项目综合实战、工程项目项目验收”四个阶段过程性评价，合格

后到开源鸿蒙应用开发工坊轮岗，再按照“底层硬件→中层软件→上

层算法”的层级进行软件 APP 开发、算法模型训练与部署常见问题及

影响等内容，提升了学生学习专业知识融合及交叉的能力，强化了学

生系统性技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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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企混编、专业跨界、工程实战，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

校企混编组建“双师”型团队，骨干教师以项目经理身份带领团

队进行工程化实践课程开发，工坊师生学做一体，联手做好教学任务。

在华为云开发者创新应用中心、神州数码等鸿蒙生态 6 家典型企业设

立“双师”培养中心，项目团队培养合格后，有资质成为江苏润和软

件生产性服务合作伙伴、厦门南洋鸿蒙新技术教师。通过互聘互助，

全面提升教学团队鸿蒙关键技术教学能力与工程能力。打破专业教研

室壁垒，发挥教师技术专长，组建跨专业项目团队，提升综合应用能

力。

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率先厘清了鸿蒙智能物联专业群复合型人才培养新内涵

鸿蒙技术的大量融入是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本成果发挥

学校在信息技术领域积淀丰厚的优势，在行业龙头企业的紧密合作下，

瞄准物联网领域高职层次就业岗位，遴选出一批鸿蒙生态企业典型生

产实践案例，从人员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需求两方面拆解，拆解的结

果按照“平台知识技能、岗位技术技能、岗位综合技能”三个维度，

全面梳理鸿蒙技术在其中的应用，厘清了鸿蒙工程应用关键技术图谱，

完善了鸿蒙智能物联专业群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重构了鸿蒙

智能物联网专业群实践课程体系，有效支撑了物联网专业群课程体系

升级。

（二）提出了“工坊轮岗”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思路

针对生产性工坊“工程项目实战、技术交叉综合”的特点，复合



9

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应具备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储备，还需具有专业群内

专业知识技能交叉融合的能力。为此，本成果率先提出“工坊轮岗”

的新思路，将之贯穿于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内容编排、实训基地建设

和课程教学组织，通过多岗位的工程化项目实践，强化学生的系统性

思维，夯实学生将鸿蒙技术进行系统应用的能力。

（三）建成了项目经理式“双师”型融合教学新组织

面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原有按专业组建的教师团队已无

法胜任知识技术交叉融合的教学任务。为此，本成果创新性的构建了

项目经理式“双师”型教学新组织。一是从真实产线上的企业工程师

中挖掘“做得好”也能“说得出”优秀企业人才，校企混编组建教师

队伍，骨干教师（项目经理）揭榜挂帅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在项

目经理带领下，遵循物联网工程项目开发流程，实施工程项目分析、

设计、研究和实现等教学任务。二是打破专业教研室壁垒，在技能类

课程和综合类课程的实施中，按照课程所涉及的技术，组织教师跨专

业加入项目团队，实施分工合作的工程项目化教学。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鸿蒙智能物联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成果实施以来，专业群获益学生超过 1500 名。福建省高校招生

就业指导中心数据显示，近 5 年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用人单位满

意度均超过 99%，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企业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厦门软

件园华为云开发者创新应用中心与专业群长期开展现代学徒制项目，

神州数码等厦门多家信息科技知名企业将专业群毕业生作为主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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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来源，近 5年近 30%学生获得鸿蒙工程师（初级）以上认证，超

过 20%学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奖，其中获全国鸿蒙类赛项二等奖 2 项。

（二）专业群综合实力走到省内前列

工坊创新应用成果突出，获批“物联网+智能制造”福建省应用

技术工程中心，工信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人才基地、厦门市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专业群建设成效明显，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物联

网应用技术专业分别被福建省教育厅、厦门市教育局立项为高水平建

设专业群和高水平建设专业。教师团队双师能力显著提升，入选教育

部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优秀案例，30%的教师被企业聘

为技术顾问，参与技术研发，为企业开发的智能能耗云管理平台等多

个新产品市场效应显现，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三百多万，参与标准编制，

编撰了家政企业数字化服务规范等 4 项地市级、团体标准；专业群多

位教师被行业协会聘为专家委员会专家、厦门市科技局专家库专家，

厦门市青年创新人才，厦门市中小学科学顾问，国家技能赛项裁判等。

（三）成果建设经验辐射全国高校和产业园区

湖南 AIGC 数字经济产业园借鉴学习本成果建设经验，与行业龙

头企业、地方生态企业达成合作，建成湖南 AIGC 数字经济产业园公

共实训基地，实施了“园区实习轮岗机制”。团队成员围绕本成果的

研究和实践，发表系列论文 20 余篇，入选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

门，省规划教材 1 部，成果完成人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做经验分享，

全国 23所职业院校来校做主题交流。成果已被成果被福建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余所高职院校同类专业借鉴使用。专业群复合型



11

人才培养成效被省教育厅官网、人民网、厦门市日报等媒体多次报道。

专业群大实训课程的构建与实践建设案例入选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典型案例，实践基地建设案例入选全国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典

型案例，成果影响和辐射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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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

一、 主要成果

（一） 校级教学成果奖

1. 2022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2. 2024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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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建设

1. 福建省高水平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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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厦门市高水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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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部 2021 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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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典型案例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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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 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机器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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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0 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特种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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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2 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特种机器人安装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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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3 年省级在线精品课程——数据库原理及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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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十四五”省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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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教融合

1. 福建省“互联网+智能制造”应用技术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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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首批产创融合教育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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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信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人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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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厦门市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鸿蒙智能物联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5. 福建省第二批产业学院——特种机器人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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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团队

1. 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 16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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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职业院校（高职）专业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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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开源和信息消费大赛二等奖

4.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国赛项目）物联网安装调试福建省选拔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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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4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大数据应用开发

（五）学生竞赛

1. 2020 年“新华三杯”全国大学生数字技术大赛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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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华为杯）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3. 2022 年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华为杯）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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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5. 2020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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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1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移动应用开发

7. 2021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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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9. 第七届华为中国大学生 ICT 大赛 2022 福建省实践赛（高职网络赛道）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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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3 年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物联网技术应用

11. 2023 年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兴创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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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3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物联网技术应用

13. 第四届“闽盾杯”网络空间安全大赛（黑盾全国大学生赛道）：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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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4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物联网技术应用

（六）研究课题

1. 中华职教社课题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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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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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建省教育科“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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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十四五”规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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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福建省高等教育研究院福建省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项目

6. 厦门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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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成果

（一）人才培养

1. 鸿蒙智能物联人才培养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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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群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模块名称及

比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

程

类

型

总

学

时

学时分

配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1 2 3 4 5 6

公 共 必 修 课

23.68%

G00001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3 B 48 24 24 3

G03445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2 B 32 16 16 2

G00002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2 B 32 16 16 2

G00684 体育与健康 1 2 B 32 4 28 2

G00578 体育与健康 2 2 B 32 4 28 2

G00579 体育与健康 3 2 B 32 4 28 2

G00004 基础英语 4 B 64 32 32 4

G02727 信息技术 4 B 64 16 48 4

G00826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2 B 32 16 16 2

G00010 军事课 2 B 80 32 48
2

周

G00009 形势与政策 1 B 40 20 20 √ √ √ √ √

G00053 工程数学 4 A 64 64 0 4

G01632
生涯体验——

生涯规划
1 B 16 10 6 √

G01633
生涯体验——

创业教育
2 B 32 16 16 √

G01634
生涯体验——

就业指导
1 B 16 8 8 √

G00070 应用文写作 2 B 32 16 16 2

G00030 入学教育 √

“公共必修课”模块小计 36 0 648 298 350 8 10 7 4 0 0

公 共 选 修 课

3.90 %

“ 综

合 素

质 选

修课”

第 1-4

学 期

开设

美育概论 2 A 32 32 0

公共选修课 4 A 64 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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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选修课” 模

块小计（至少应选修 6 学

分）

6 96 96 0

“公共课”模块小计 42 744 394 350 8 10 7 4 0 0

专业（群）共享

课程 18.4%

G00016
计算机网络技

术
4 B 64 32 32 4

G04788
鸿蒙操作系统

导论
4 B 64 32 32 4

G04789
鸿蒙 ArkTS 开

发入门
4 B 64 32 32 4

G04790
鸿蒙元服务开

发
4 B 64 32 32 4

G02409
Python 程序设

计
4 B 64 32 32 4

G00272
电工与电子技

术
4 B 64 32 32 4

G00311
数据库原理及

开发应用
4 B 64 32 32 4

“专业（群）共享课程”模块小计 28 448 224 224 16 12 0 0 0 0

专业方

向核心

课程

17.22%

（1）

物联

网应

用技

术专

业

G04137
自动识别应用

技术
2 B 32 16 16 2

G04136
传感器应用技

术
2 B 32 16 16 2

G04135 单片机技术 4 B 64 32 32 4

G03775 无线传输技术 4 B 64 32 32 4

G04791
OpenHarmony

硬件开发基础
4 B 64 32 32 4

G04792
OpenHarmony

硬件开发实践
4 B 64 32 32 4

G00739
嵌入式系统原

理与应用
4 B 64 32 32 4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核心课模

块小计
24 384 192 192 0 4 8 12 0 0

（2）

计算

机网

络技

术专

业

G04793
鸿蒙端云一体

化应用实践
4 B 64 32 32 4

G04142
无线网络应用

技术
2 B 32 16 16 2

G04143
网络安全设备

配置与管理
4 B 64 32 32 4

G04144
路由交换技术

与应用
4 B 64 32 32 4

G00432 服务器技术 4 B 64 32 32 4

G04147 网络系统集成 4 B 64 32 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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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4148
网络应用程序

开发
2 B 32 16 16 2

G04145
网络自动化运

维
2 B 32 16 16 2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核心课模

块小计
26 416 208 208 0 0 12 14 0 0

（3）

软件

技术

专业

G00312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
4 B 64 32 32 4

G00310 网站开发技术 4 B 64 32 32 4

G00313 软件测试 4 B 64 32 32 4

G01300 数据结构 4 B 64 32 32 4

G01301
软件建模与设

计
4 B 64 32 32 4

G04794
鸿蒙原生应用

开发
4 B 64 32 32 4

G04795
鸿蒙 ArkTS 开

发实战
4 B 64 32 32 4

“软件技术专业”核心课模块小计 28 448 224 224 0 0 16 12 0 0

（4）

大数

据技

术专

业

G04796
华为云工业数

据采集
4 B 64 32 32 4

G04797
Harmony OS 分

布式数据管理
4 B 64 32 32 4

G04128
数据可视化技

术与应用
4 B 64 32 32 4

G02689 数据挖掘技术 4 B 64 32 32 4

G04129
数据预处理技

术
4 B 64 32 32 4

G03780
大数据平台部

署与运维
4 B 64 32 32 4

G04130
大数据分析技

术应用
4 B 64 32 32 4

“大数据技术专业”核心课模块小

计
28 448 224 224 0 4 16 8 0 0

专业方

向拓展

课

9.2%

（1）

物联

网应

用技

术专

业

G00312 C#程序设计 4 B 64 32 32 4

G02862
车联网集成应

用
4 B 64 32 32 4

G00421
网络综合布线

工程
4 B 64 32 32 4

G02691
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4 B 64 32 32 4

G02863
网络设备配置

与管理
4 B 64 32 32 4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方向拓展课 12 192 96 96 0 0 8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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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块小计

（2）

计算

机网

络技

术专

业

G02913 图形图像处理 2 B 32 16 16 2

G01130 网络产品营销 2 B 32 16 16 2

G00413
工程制图

（CAD）
4 B 64 32 32 4

G02691
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2 B 32 16 16 2

G00956 楼宇智能化 2 B 32 16 16 2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方向拓展课

程模块小计
12 0 192 96 96 0 2 8 2 0 0

（3）

软件

技术

专业

G01788
winform 程序

设计
4 B 64 32 32 4

G00061
HTML5 网页前

端设计
4 B 64 32 32 4

G02691
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4 B 64 32 32 4

G00046 软件工程 4 B 64 32 32 4

软件技术专业方向拓展课程模块

小计
16 256 128 128 0 4 4 8 0 0

（4）

大数

据技

术专

业

G02739
HTML5 网页前

端设计
4 B 64 32 32 4

G02413
数据结构与算

法
4 B 64 32 32 4

G02691
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4 B 64 32 32 4

G04442
量子计算及其

Python 仿真
2 B 32 16 16 2

大数据技术专业方向拓展课程模

块小计
14 224 112 112 0 0 4 10 0 0

“课内教学活

动”总计

（1）物联网应用技术专

业
106 0 1768 906 862 24 26 23 20 0 0

（2）计算机网络技术专

业
108 0 1800 922 878 24 24 27 20 0 0

（3）软件技术专业 114 0 1896 970 926 24 26 27 24 0 0

（4）大数据技术专业 112 0 1864 954 910 24 26 27 22 0 0

勤工助

学

27.6%

物联

网专

业群

工程

项目

化课

程

G04798
电子设计与板

卡制作
10 C 240 0 240

16

周

G04799
操作系统迁移

与系统适配
10 C 240 0 240

16

周

G04800 智能产品制作 10 C 240 0 240
16

周

G04801 物联网应用开 10 C 240 0 24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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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周

G04802
人工智能算法

开发
10 C 240 0 240

16

周

“专业实习实训”模块小计 10 0 240 0 240 0 0 0 0
16

周
0

G00031
社会实践（含

劳动教育）
2 C 48 48 1+1

社会实践

1 周 安 排

在暑假

G02728 校内集中实训 10 C 240 240
10

周

2-4 学期进

行，第 5学

期集中 10

周在校内，

2 周课外实

践

G02729 校外实习实训 6 C 144 144 2 周
2

周

2

周

G01282 毕业顶岗实习 16 C 384 384
14

周

1 学分

24 学

时

G00032
毕业设计（论

文）
8 C 192 192

8

周

1 学分

24 学

时

“勤工助学”模块小计 42 C 1008 0 1008

总计

（1）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148 2776 906 1870 24 26 23 20 15 0

（2）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150 2808 922 1886 24 24 27 20 15 0

（3）软件技术专业 156 2904 970 1934 24 26 27 24 15 0

（4）大数据技术专业 154 2872 954 1918 24 26 27 22 15 0

占总学时

比 例

（100%）

专业名称 A类课程比例
B 类课程理

论部分
B类课程实践部分

C 类课

程 比

例

（1）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5.76% 26.87% 31.05% 36.31%

（2）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5.70% 27.14% 31.27% 35.90%

（3）软件技术专业 5.51% 27.89% 31.89% 34.71%

（4）大数据技术专业 5.57% 27.65% 31.69% 35.10%

专业名称 理论部分 实践部分（应在 55%以上）

（1）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32.64% 67.36%

（2）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32.83% 67.17%

（3）软件技术专业 33.40% 66.60%

（4）大数据技术专业 33.22%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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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联网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评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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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企合作

1. 华为云开发创新中心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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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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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OpenHarmony 创新中心联合运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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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厦门多多云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58



59

4. 与福建汉特云机器人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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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厦门微星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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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国家特种机器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福建）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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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队建设

1. “双师型”高水平结构化团队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年

龄

学历/

学位

职务/职

称
专业

专职/兼

职教师
工作单位 备注

1 侯红科 50
本科/

硕士

执行院长

/教授

机电一体

化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2 邹少琴 43
本科/

硕士

副处长/

教授
软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3 郭凌 45
本科/

硕士

院长助理

/副教授
软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4 朱丽敏 34
本科/

硕士

教研室主

任/讲师

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

术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5 王梦仙 32
本科/

硕士

教研室主

任/讲师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6 孙立炜 42

研究

生/硕

士

教研室主

任/讲师

信号与信

息处理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7 邱丽娟 45
本科/

学士

教研室主

任/副教

授

计算机科

学教育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8 洪海南 40
本科/

硕士

教师/副

教授
软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9 向珍 36
本科/

学士

教务处科

长/讲师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10 占梅 55
本科/

学士

教研室主

任/副教

授

软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11 游陈盛 41
本科/

学士

副主任/

讲师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12 黄泽 31
本科/

学士

教师/助

教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13 吴志敏 41
本科/

学士

教师/讲

师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14 钟石根 44
本科/

硕士

执行校长

/教授
软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15 叶德引 41
本科/

学士

教师/讲

师
软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16 丁洁琴 35
本科/

学士

教师/讲

师
软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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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年

龄

学历/

学位

职务/职

称
专业

专职/兼

职教师
工作单位 备注

17 魏春龙 62

研究

生/硕

士

教师/教

授
自动控制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18 刘立霞 38
本科/

学士

教师/讲

师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鸿蒙工

程师

19 谢文娜 42
本科/

硕士

教师/讲

师
控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20 林秋芳 41

研究

生/硕

士

教师/讲

师

计算机应

用技术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21 吕志立 30

研究

生/硕

士

教师/讲

师
控制工程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22 陈姿言 34

研究

生/硕

士

教师/讲

师

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

术

专职教师
厦门南洋职

业学院

23 孟子成 26
本科/

学士

产品经理

/无
软件工程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24 刘太俊 28
本科/

学士

部门总监

/无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25 童得力 41
本科/

学士

部门总监

/高级工

程师

软件工程 兼职教师
华为开发者

创新应用

鸿蒙工

程师

26 林利军 36

研究

生/硕

士

总经理/

高级工程

师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兼职教师

厦门米志来

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

27 蓝永发 42
本科/

硕士

副经理/

高级工程

师

软件工程 兼职教师

厦门美亚柏

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

28 吴福森 36

研究

生/硕

士

副主任/

高级工程

师

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

术

兼职教师

国家特种机

器人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

中心（福建）

29 朱国恩 38

研究

生/硕

士

资深讲师

/高级工

程师

软件工程 兼职教师

慧科教育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30 林艺滨 44
本科/

学士

副主任/

高级工程

师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兼职教师

厦门欧米克

网络科技有

限公式

31 张清 29 本科/ 教学实施 计算机科 兼职教师 厦门中软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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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年

龄

学历/

学位

职务/职

称
专业

专职/兼

职教师
工作单位 备注

学士 部/工程

师

学与技术 越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32 闫鸿飞 41
本科/

学士

教学实施

部/高级

工程师

软件工程 兼职教师

华为（厦门）

开发者创新

应用中心

鸿蒙工

程师

33 夏德旺 37
本科/

学士

高级架构

师/无

电子信息

工程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34 宋倩倩 30
本科/

学士

校企合作

总监/无
通信工程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35 黄苏豪 27
本科/

学士

解决方案

总监/无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36 张静 38
本科/

学士

资深测试

工程师/

无

网络工程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37 闻飞 34
本科/

学士

资深软件

开发工程

师/无

应用物理

学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38 孙凡 35
本科/

学士

资深软件

开发工程

师/无

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

术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39 杨洋 30
本科/

学士

前端开发

工程师/

无

生物技术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40 梁开祝 42
本科/

学士

资深软件

开发工程

师/无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兼职教师

江苏润和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鸿蒙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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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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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服务

（1）科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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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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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1. 鸿蒙课程

序号 名称 完成日期 知识产权归属

1 鸿蒙操作系统导论 2020年 3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 鸿蒙 ArkTS开发入门 2020年 3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 鸿蒙元服务开发 2020年 3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4 OpenHarmony硬件开发基础 2020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 OpenHarmony硬件开发实践 2020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 鸿蒙端云一体化应用实践 2020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7 鸿蒙原生应用开发 2020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 鸿蒙 ArkTS进阶实战 2020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9 华为云工业数据采集 2020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 HarmonyOS分布式数据管理 2020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1 电子设计与板卡制作 2021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2 操作系统迁移与系统适配 2021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3 智能产品制作 2021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4 物联应用开发 2021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5 人工智能算法开发 2021年 10月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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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教材

序号 名称 出版社名称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日期

1
特种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初级）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978-7-5685-3442-0 2022 年 10 月

2
特种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中级）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978-7-5685-3441-3 2022 年 11 月

3
特种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高级）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978-7-5685-3442-0 2022 年 10 月

4 信息技术与 Office 应用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978-7-5635-6501-6 2021 年 08 月

5 Python 从入门到实战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978-7-5770-0379-5 2023 年 0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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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研究

1. 论文

（1）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作者 职称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刊号 出版时间

1 侯红科 副教授
视觉技术在信息采集与监控

中的应用研究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

CN：

11-2697/TP
2021 年 12 月

2 邹少琴 副教授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居

设计
大众标准化 CN：14-1101/T 2021 年 11 月

3 邹少琴 副教授
工业互联网技术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体系研究
质量与市场 CN：44-1389/F 2021 年 10 月

4 吴亮亮 讲师
足底压力阵列分析系统的研

究与开发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
CN：34-1212/Z 2021 年 10 月

5 林惠玲 讲师
基于虚拟仪器皮蛋无损分选

系统设计
现代信息科技

CN：

44-1736/TN
2021 年 7 月

6 孙立炜 讲师
一种基于校历的春运铁路客

流量预测方法
中国高新科技 CN：10-1507/N 2021 年 7 月

7 钟石根 教授
勤工助学在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中的有效运用
环渤海经济瞭望 CN：12-1161/F 2021 年 7 月

8 邹少琴 副教授
基 于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的

SCMA-VLC 接收机研究
光通信研究

CN：

42-1266/TN
2021 年 7 月

9 林惠玲 讲师
基于数字测量电路超声电机

摩擦材料湿度测试系统
现代信息科技

CN：

44-1736/TN
2021 年 6 月

10 占梅 讲师
基于势场蚁群算法的多机器

人编队研究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CN10-1108/TP 2021 年 5 月

11 占梅 讲师
基于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

封装、继承和多态分析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CN10-1108/TP 2021 年 3 月

12 占梅 讲师
基于 ADO.NET 两种模式访问

数据库的方法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CN10-1108/TP 2021 年 2 月

13 吴亮亮 讲师 基于 STM32CubeMX 和 HAL 库 现代计算机 CN：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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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职称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刊号 出版时间

开发的温湿度监测反馈系统

的设计

44-1415/TP

14 吴亮亮 讲师

应用型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中

融入创新教育的探索——以

“维修电工”课程为例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

院学报

CN：

37-1446/TE
2020 年 9 月

15 孙立炜 讲师
一种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

的药物筛选方法
科技资讯 CN：11-5042/N 2020 年 8 月

16 钟石根 教授
VR 技术在物联网专业综合实

训中的应用
现代信息科技

CN：

44-1736/TN
2020 年 4 月

17 侯红科 副教授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体

系探析与实践——以厦门市

智能制造人才要求为例

现代信息科技
CN：

44-1736/TN
2020 年 3 月

18 钟石根 教授
虚拟现实技术在高职教育机

电类专业课程中的应用
无线互联科技

CN：

32-1675/TN
2020 年 3 月

19 孙立炜 讲师
基于MATLAB的量子通信课程

教学研究
科技资讯 CN：11-5042/N 2020 年 2 月

20 田洋 助教
增程式电动汽车发动机多工

作点控制策略
时代汽车

CN：

42-1738/TH
2020 年 1 月

21 王梦仙 讲师
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

享问题研究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中旬刊)
CN：13-1355/F 2020 年 1 月

22 洪海南 副教授
Web 前端开发技术与优化工

作研究

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

术
CN10-1509/TN 2019 年 11 月

23 洪海南 副教授
分层技术在计算机软件开发

中的应用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CN10-1108/TP 2019 年 8 月

24 洪海南 副教授
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在信息管

理中的应用探究
数码世界 CN12-1344/TP 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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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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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例）

（1）一种基于机电一体化自锁系统的机械刹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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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自动化机械的加工用翻转工装及其使用方法

（3） 基于物联网的在线打印出版云平台

（4） 一种在线打印出版云平台的防伪印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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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工程数据云管控平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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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慧工程数据云管控平台（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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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卡设备用真空搬运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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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便于安装的多功能电力仪表

（9） 仪表采集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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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网络无纸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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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横向课题

1. 电力物联网变配电站智能环境监控系统合同

2. 工件尺寸自动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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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工厂数据云管控平台

4. 金标卡自动切条装卡压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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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勤工助学系统 V1.0

6. 导光板自动贴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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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动式微型消防站

8. 厦门中小研学旅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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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学研合作企业验收证明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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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品产业化经济效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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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编制标准

1. 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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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能等级标准

（八）学生其他成果

1. 学生作品

WiFi 原厂控制水泵 Lora 联网大尺寸 LED 时钟

IC 指纹门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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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craft 游戏网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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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aming 购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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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图书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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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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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创业大赛

第八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 第五届“白鹭之星”创新创业大赛

“云点星”团队荣获“白鹭之星”创新

创业大赛团队组优胜奖

2019“白鹭之星”创新创业大赛“云之

树”优胜奖

第七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铜奖

“智慧物联网地磅”曾俊英团队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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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影响和辐射能力

（一）用人满意、就业率、职业证书

1. 用人单位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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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业率

3. 鸿蒙初级职业证书

（二）媒体报道

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将企业设备和教师请进实训楼，提供场地资金激励学生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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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厦门南洋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荣登全国“百强榜”且位列民办第一

3. 厦门南洋学院连续 18 年保持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9%

4. 专家学者齐聚厦门南洋学院，共话民办职业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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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举办 2020 级学生实训双选会

6. 全国智能物联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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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行交流（例）

1. 厦门工学院党委书记林建华一行到厦门南洋学院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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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州阳光学院刘松青书记一行参访我校

3. 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林生莅临我校视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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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张琴一行人来校交流

5. 景德镇陶瓷大学吕金泉副校长一行人来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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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崔萌副校长一行人来校交流

7. 安徽阜阳职业技术学院盛鹏院长一行人来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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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分享

1.侯红科老师在华东六省一市自动化协会年会分享报告

2.侯红科在全国智能物联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上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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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邹少琴老师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2024 年处级干部和基层党务干部党性教育

暨素质能力提升研修班培训报告

（五）学校成果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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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园区成果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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