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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积极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不断

深化“三教”改革，对接地方物联网产业，按照物联网的三层架构（感

知层、网络层、应用层）组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包括物联网应

用技术、软件技术、大数据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 4 个专业，

构建“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融合”课程体系，重点培养智能制

造、智慧园区、智慧医疗 3个产业方向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第

1-4 学期按课程教学；第 5 学期构建“以工程项目为牵引的“3×N”

大实训课程模块，采用特色学徒制进行课程教学，“3”表示在 3个产

业方向，“N”表示开发 N 个工程项目，“×”表示深度融合（如图 1

所示）。 

图一 以工程项目为牵引的“3×N”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大实训课程的 

构建与实践 

其目的是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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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理念是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所，完成真实的工作任务，学习有

真实的感悟，其做法是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慧医疗 3 个产业方向

的教师团队分别承接 N 个企业项目，学生自主选择和学院调配相合的

方式加入其中 1个项目团队，每个项目团队在老师（即项目经理）带

领下，遵循物联网工程项目开发流程，通过项目实践、实战、技术攻

关等 3 个模块训练，其考核评价方式是项目验收、技术攻关申请专利；

第六学期安排学生到所学专业相匹配的岗位实习。 

“3×N”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大实训课程实施以来，取得显著

成效，承接企业项目 23 项，其中厦门市科学技术局确定为产教融合

项目 8 项，累积横向经费达 369 万；申请并授权国家专利 34 项；申

请并授权软件著作权 25 项；立项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 门；专业

群立项为省级高水平建设专业群（A 类），实践基地立项为省应用技

术工程中心、产创融合教育基地，其中产创融合教育基地建设入选

2021年全国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典型案例。 

教师队伍建设成效突出，专任教师中，省级专业带头人 2人，“双

师型”教师所占比例 83.3%。70%教师具有企业工作或顶岗经历，参

与教育部“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优秀案例”评选，获得

全国第 16 名。 

学生职业技能成绩极大提升，参加的 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赛项获得二等奖，2020 年学生参加厦

门大数据安全开放创新应用大赛，与同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南

大学、东南大学等代表队同台竞技，南洋学院代表队获第 4 名，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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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古村落移动消防站”在福建省“物联网+”创新创业比赛中获

得铜奖。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成果促进了实践教学和理论课程无缝对接，解决了专业群对接产

业升级后人才培养质量和企业人才需求的契合度与适应性问题。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总体指导思想：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为目标，以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和精品课程的建设作为

成果建设的突破口。 

具体方法： 

1. 构建以工程项目为引导三层递进模块课程体系 

学院教师协同行业、企业经过调查研究，立项省、市级多项课题，

从课程建设研究、专业群课程体系研究、职业教育实践研究到人才培

养质量研究等开展一系列深入研究，取得实实在在的理论成果，构建

了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大实训模块化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更加体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共生”、课程开发与岗位技能

标准“共生”，促进专业群课程升级和职业技能标准升级“共长”、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共长”，进而确保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协调一

致，同频共振。基地建设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详见表 1。 

 

 

 



5 
 

表 1 基地建设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批准 

时间 
批准单位 

1 
FJJKCG18-

087FU 

智能制造视域下工业机

器人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研究 

福建省教育科

“十三五”规划

2018年度课题 

2018.8.2

1 

福建省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2 NO:1737 

智能制造视域下工业机

器人专业课程体系的构

建 

厦门市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2017年度课题 

2017.10.

12 

厦门市教育科

研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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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1

9 
中华职教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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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1

9 
中华职教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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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2

4 

中国民办教育

协会 

6 
FJJKGZ21-

081 

现代产业建设模式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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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0 

福建省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图二 物联网专业群大实训模块化课程体系 

物联网专业群学生自主选择加入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慧医疗

三个产业方向之一，三个产业方向都引入企业项目为载体进行培养，

每个方向构建岗位实践、岗位实战、技术攻关三个层次递进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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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岗位实践课程模块的构建 

从企业引进项目资源和真实工作任务，优选素材、案例等教学资

源，整合成教学内容，构建了 15 门项目课程，编制了 6本校企合作

教材，建成岗位实践课程模块等 15 门项目课程，制订课程标准，编

制 6 本校企合作教材，建成企业案例项目课程模块(如图三所示)。 

 

图三 岗位实践课程模块 

（2）岗位实战课程模块 

岗位实战是指参与企业生产和项目应用，按照工程项目从调研到

部署的一系列真实流程开发课程，建设岗位实战课程模块（如图四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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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岗位实战课程模块 

（3）技术攻关课程模块 

师生一体技术攻关，实现成果转化、技术创新。从工程项目中查

阅文献、确立技术方案、确定工程实施方案、开展工程项目实践、总

结项目技术资料、编制说明书等多个环节融入育人功能，培养学生学

术志趣和创新能力，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建设技术攻关课程模块

（如图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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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技术攻关课程模块 

一是结合企业技术难点，利用学校人才、设备条件和研究基础，

引进相关校企研究项目，鼓励教师、学生主持或参与研究课题、技术

攻关。2017-2022 年，“物联网+智能制造”福建省应用技术工程中心

接纳了 150 余名优秀学生开展了 8项技术攻关，开发设计了自动化设

备 3 台，控制系统平台 3 个，物联网技术应用平台 2个，师生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4 项，其中 1 项发明专利获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金奖。 

二是设立驻厂工作站，老师和学生驻厂帮助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指

导，立项科研项目，帮助企业进行成果转化。朱丽敏、叶德引老师成

为厦门希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驻厂专家，带领邱新峰，罗永奇等学

生帮助厦门希科自动化有限公司实现电能表联网功能。2020 年通过

NB-Iot 和 4G 方式，实现电脑采集，电费充值，缴交电费提醒，为企

业实现收益 5 万元。2021 年又带领赵俊铨，林洪旭，黄吉福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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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嵌入式软件设计，和 UI 设计，实现产品的省级，提高了产品的

市场优势，实现收益总计 6万元。 

2.建设以工程项目为牵引的真实场所 

（1）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实践室 

近几年，专业群投入 400 多万建设的通信系统、嵌入式开发、RFID

技术实训室、综合布线、网络互联等 10 间校内实验实训室，可用于

企业案例课程模块的教学实施。 

（2）建设岗位实占的实践基地 

学校与北京千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投入 400 万元建设

成厦门唯一大数据技术实训基地；与互啪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投

入 500 多万建设厦门首个数字产业学院；与中信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合作，共同投入 3000 多万建设国内首个特种机器人“教学工厂”；

与福建汉特云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投入 80 万元成立“笨小宝”

系列机器人人才培养基地，基本满足综合大实训模块化实践课程教学

需要。 

（3）建设应用技术工程中心。 

2019年获省教育厅批准的“物联网+智能制造”应用技术工程中

心面积达 4526.7 平方米，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健全，研发、产业、

办公、示范等功能齐全。还投入 538 万元用于建设 1512 平方米的物

联网工程实训中心，投入 712.6 万元用于建设 1934 平方米的先进制

造实训中心；硬件系统配置到位，办公场所布置合理；中试场地生产、

检测配套设施的区域分配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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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合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场所，建设集“一库一院一平台”组

成的动态循环、共建共享大实训教学资源库。 

课程资源库：在行业企业专家、技能大师、课程专家的全程指导

下，面向物联网产业发展要求，深度挖掘岗位知识技能要求，建立 3

个模块课程按层次下沉更新，以适应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新业态，对接

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从而确保大实训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质量和可持续

健康发展的动态循环课程资源库。建设的《工业机器人技术》、《特种

机器人操作与运维》、《特种机器人安装与调试》等 3 门省级精品课程

和 3 门校级精品课程包含了新工艺、新技术标准，贴近工作岗位，教

学目标满足职业岗位要求，不仅培养在校学生，也可为合作企业、行

业培养一线技术型人才；物联网应用技术实训基地被列为厦门商务局、

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确认的厦门市服务外包人才培养

基地；为厦门市物联网行业协会培训物联网系统工程师 100 名。 

数字产业学院：融合专业实践室、实践基地、应用技术工程中心，

校企共建数字产业园，产业学院功能如图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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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产业学院功能 

i 南洋数字云平台：实现实践实训、顶岗实习、项目孵化、联合

研发、项目申报、实训安排、选排课、课堂教学、成绩分析、校企互

动等教学与管理数字化互联互通。 

4.以现代学徒制教学方式在真实场所进行模块化课程教授，学

生学到了真正本领。 

（1）校企联手，组建“双师”型专兼职教师队伍，互学互通，

双向聘任，保障了师傅徒弟联手做好生产型实践教学任务。 

（2）模块课程以揭榜挂帅形式组成项目团队，进行工程项目模

块化实践课程开发及教学任务，师生一起在校内实训基地搭建真实的

工程环境。 

（3）企业导师、学校教师、学生一体参与企业技术研发，申报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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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扶持培育创新团队，创业项目，入驻学校创客家园。 

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创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以工程项目为牵引的物联网应用技

术专业群大实训课程模块，满足大层面学生、优秀学生和拔尖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分别是： 

岗位实践课程模块：为培养大层面上学生的工程应用模式提供了

条件； 

岗位实战课程模块：为培养优秀学生的工程实践打开了新局面； 

技术攻关课程模块：培养物联网应用技术拔尖人才。 

（二）建设的“动态循环、共建共享”综合大实训课程资源库具

有导学、辅教、交流、培训、展示等多重功能，满足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的需要，不仅培养在校学生，也可为合作企业、行业培养一线技术

型人才。 

（三）建立的技术攻关课程模块与教学模式，强化和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基础与创新并重，侧重对学生基本工程技能、基本工程素

养的培养，探索在技术研发中挖掘符合实践教学的“创新思维模式”。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师资队伍培养与建设取得优异成绩。作为学校主要典型（双

师型教师占比三分之一）参与教育部“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优秀案例”评选，获得了全国第 16 名、民办院校第 1 名的好成

绩，为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二）成果影响和辐射作用明显。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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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福建省教育厅立项为高水平建设专业群，并被厦门市教育局立项

建设国家职业教育高地重点建设专业群，提炼的“基于“真实任务 真

实场所 真实感悟”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综合大实训课程构建与实

践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思路和依此建成的实验实训教学基地，目前已

经成为我校实践教学的改革主流,并产生了辐射作用。 

（三）综合实训基地建设与实践的典型案例，获入选 2021 年全

国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典型案例，可为高职院校在产教深度融合，、

创建专业技术生产型教育基地提供借鉴经验和参考模式。特别是在教

学改革、创新研发、基地机构设置、功能发挥等方面探索出切实可行

的运行模式，在高职院校中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和示范作用。 

（四）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校企深度融合，综合大实训实施效

果明显，教师积极开发线上课程教学资源，编写出版教材，为行业人

才培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教师参与编制 1+X技能等级证书标

准、省机器人技术相关团体标准；为企业开发的智能能耗云管理平台

等新产品市场效应显现，实现销售收入近百万，受到企业关注和赞扬，

多位教师任社会机构专家委员会主任、理事等职务，在行业具有一定

的影响。 

（五）产业学院建设获得行业的关注和认可。专业群全体人员受

福建省自动化学会委托，撰写出大实训职业教育基地建设与发展规划

的咨询报告。 

（六） 政府部门领导、行业协会及业界同行高度肯定。仅 2020、

2021两年间，国家劳动学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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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厦门市教育局主要领导来考察指导，10 多所兄弟院

校来校参观学习，同行们对实训课程的建设与实施所取得的成绩给予

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