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n the Direction of 

Perception and Control of Internet of Things 

Jianqiang W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Yulin University, Yulin, Shaanxi, China  

317950860@qq.com 

Abstract. The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is a hot topic in recent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training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the starting point, 

change the knowledge input output ability, but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re are some constraints and obstacles. As a new specialt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based on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module, network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a professional 

direction, perception and control the direction of, put forward project driven modular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specific networking project was divided into ability module, and the ability to 

target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selection, teaching schedule,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is discusse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process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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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是近年来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其出发点为应用能力的培养，变知识输入为

能力输出，但该课程体系的构建及实施过程均存在一定制约因素和障碍。物联网工程专业作为一个新专业，在教学实施过程

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在对模块化课程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对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一个专业方向-------感知与控

制方向，提出了基于项目驱动模块化教学改革，对具体的物联网工程项目进行了能力模块的划分，并从能力目标设计、教学

内容选取、教学进度安排、教学评价及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给出了具体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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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国内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引入了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在国外已经被

公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国内高校在进行模块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中也取得了许

多成果，国内最早引入该培养模式的高校，已经整体构建了基于能力导向的模块化教学体系，以教学内容

模块化为核心，更加的注重人才的能力培养，将传统课堂的知识输入为导向改为以能力输出为导向；对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及教学环境等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以适应这种教学体系；这种全校规模的教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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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构建完成后，使得全校上下整体的教育理念有了根本的转变，课程改革及教材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

的突破，受教育者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2,3]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一线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对某

一门具体的课程提出了模块化教学改革的方案并进行了探索，在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方面取得了一下宝

贵的经验。[4,5,6,7]同时，部分学者在采用项目驱动法进行教学改革的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8, 

9, 10] 

然而，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对大多数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要将整个专

业甚至整个学校进行模块化教学体系的实施，还存在着教育理念难转变、制度保障跟不上、教育资源受约

束等诸多难题[3]。本文在分析了物联工程专业的一个专业方向当前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先在该专业方向上小规模的实施模块化教学改革，利用物联网工程的具体项目做支撑，对具体工程项目进

行能力模块的分解，并从能力目标设计、教学内容选取、教学进度安排、教学评价及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

了论述，给出了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1 模块化教学体系构建及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模块化教学体系有诸多的优点,如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培养过程更加透明、教学安排灵活、教学方法

更加开放、学习效果更加突出、更有利于实践教学的实施等，但模块化教学在构建及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

诸多难题。 

1.1 教育理念难转变 

国内高等教育走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人才培养模式也一直在改变，自 2014 年国家提出了应用型大学

转型以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传统的教学模式在高校、教育者及被教育者的思想中，根

深蒂固，很难一下子被扭转。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培养人才的核心体现，而教学体系又是人才培养模式的

核心内容，学校在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过程中，势必改变已有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等，

很难保证所有的参与者能快速的把理念转变过来。 

1.2 制度保障跟不上 

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一个全新的教学体系的构建 ，离不开新的制度保障，大多数应用

型本科院校，现行的政策和管理制度是在学科型教学体系的条件下制订的，在实施模块化教学体系的过程

中，需要从政策和制度上予以保证。为了确保模块化教学的总体质量，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

并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模块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学生学习管理保障制度、实践教学保障制度和学生

创新能力保障制度等都需要进行全新的修改，同样的，对模块规划、实施及评价的制度也应被相应的制定，

如果不能出台合理的制度，将很难保证该教学体系的教学质量。［3］ 

1.3 教育资源受约束 

模块化教学体系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教学资源。教师是实施模块化教学改革的主体，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理论基础扎实、较高的教学能力，尤其是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大多数的高校，双师型的人才少

之又少；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也将对教学场地，实践环境等提出新的要求，短时间内，这些条件很难齐备。 

2 物联网工程专业感知与控制方向课程教学存在问题 

物联网工程是一个新上专业，学科交叉是该专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在

课程设置及教材选用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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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课程设置与编排不够合理 

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最初的课程设置时，不可避免的采用拼凑的方式来设置课程，个别课程

的教学大纲也是直接套用其他学科专业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课程的内容不能体现人才培养定位里边的能力

目标。部分课程理论性太强，基本没有实践内容，如传感器原理、RFID 原理、无线传感网络等课程，对于

本专业来说，应该以应用为主，原理可以尽可能的少涉及。  

2.2 课程之间内容脱节，部分课程之间内容重复 

无线传感网络课程里边的 Zigbee 协议栈实现的 SOC 应为无线 SOC，但目前我们的单片机课程仍以

STC89C52 来讲解，而到了无线传感网络课程里边，又没有关于 SOC 的教学内容，使得教学内容脱节。个别

课程，由于在设置的时候没有通盘考虑，又存在着一些重复。这些问题都使得课程设置的质量不高，影响

教学效果。  

3 基于项目驱动法的模块化教学改革及教学案例应用 

3.1 项目构建 

我们在物联网工程专业感知与控制方向的模块化教学中，选取了几个实际的物联网工程的实例，如智

能家居系统、智慧农业系统、远程医疗等。这些例子都不同程度的将物联网的三个层次（感知层、传输层、

应用层）进行了应用。因此，我们选取这样的项目应用在教学中。 

3.2 能力模块划分及能力目标设计 

能力模块划分见表 1。 

表 1 能力模块划分表 

能力模块名称 模块功能 知识点 

感知层模块 1 RFID 射频识别 RFID 原理、应用，与 CC2530 的连接电路 

感知层模块 2 通过传感器，获取物理量 传感器原理、应用，与 CC2530 的连接电路 

感知层模块 3 
CC2530 获取传感器及 RFID

的信息 

CC2530GPIO 口驱动、CC2530 串口驱动、中

断、时钟使用、CC2530 的原理及编程 

传输层模块 1 
通过 Zigbee 实现终端与协

调器的通信 

Zigbee 协议概念、结构体系，Zigbee 组网，

Z-Stack 协议栈的体系结构，Z-Stack 协议

栈应用，协议栈读取传感器物理量。 

传输层模块 2 

协调器模块与 S3c2440（装

有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通过串口通信 

CC2530 串口通信，S3c2440 硬件相关原理，

嵌入式 Linux 开发环境搭建，嵌入式 Linux

移植，嵌入式 Linux 驱动 S3c2440 的串口与

其他设备通信， 

传输层模块 3 

S3c2440（装有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通过 wifi 模块

与安卓设备通信 

嵌入式 Linux 驱动程序（wifi 模块）在

S3c2440 上的移植，无线路由器操作系统的

实现，嵌入式 Linux 下网络套接字编程，嵌

入式 Linux 下 Web 服务器的移植 

应用层模块 
安卓设备编程实现对无线

传感网络的检测及控制 

安卓开发应用，安卓开发环境的搭建，安卓

下的网络套接字编程，安卓程序界面的设

计，安卓下控制程序、界面显示程序的设计 

3.3 教学内容选取及教材建设 

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我们一方面要遵循“用到什么讲什么”的原则，根据项目能力模块的划分，给

学生进行相应的知识点的讲解，其余的内容暂时少讲甚至不讲，待整改项目实施完成后，根据时间安排，

对其余的内容进行选讲。 

在教材选取方面，由于物联网工程专业的特点，且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改革对本专业方向来说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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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尝试，故适合的教材基本没有，我们采用自编教材或者选用国内现阶段比较好的一些校外培训机构

的教材，这样以来，教材的内容就可以适合于我们的教学实践。 

4 结束语 

在模块化教学体系的构建中，模块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模块描述一个完整专业学生

须获得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中观模块则为某一专业方向的学习重点及教学方案; 微观模块是整个模块的

基石，描述的是每一个模块的具体内容，并以其所要培养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满足中观和宏观模块所要达

到的能力要求．[11]由于要构建一个宏观的模块，现阶段来看，实施起来困难较多，因此在本次实践中，

我们构建的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一个专业方向------感知与控制方向的模块化教学方案，整个方案的实施

难度较低，可作为同类院校在模块化教学改革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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