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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建设报告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工业生态、

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型应用模式，通过人、机、物的全面互联，实现全要素、全产

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将推动形成全新的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是实

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现已成为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

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明确增

设了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中，新设“工业互联网应用

（专业代码 460310）”专业，同时将原有的“工业网络技术”调整为“工业互

联网技术（专业代码 510211）”；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新增“工业互联

网工程（专业代码 260307）”、“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代码 310211）”两项。

因此，我校在 2022 年新设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开设此专业一方面可以紧跟国

家关于工业互联网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制造设备互联，串联我院机类、

电类专业，实现机、电专业融合。 

一、专业首次招生情况 

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在 2022年正式获批招生，计划开设一个班。在 2022年

9月录取 42人，报到 40人，报到率 95.24%。 

二、师资情况 

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专任教师 10人、兼职教师 10人；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

占 30%、中级职称占 70%；双师型、双师素质教师 16人，占 80%。学校组建新增

专业教学团队时综合考虑学历职称、职业资格证书等要求，要求专任教师应具备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新引进的教师要求具有博士或

硕士研究生学历，并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证或其它中级职业资格证，本专业“双师”素质教师（具备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

书或企业经历）的比例要达到 85%以上；专业教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

神；能单独开课，具有开发职业课程的能力；能独立指导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能



独立指导实验和校内实习，能独立指导校外生产实习。 

三、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情况 

   该专业在 2022 年首次制订了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成功论证

实施。专业开设的专业群基础平台课包括:工业互联网导论、电工电子技术、C语

言程序设计、金工实习、智能制造技术、Python程序设计、传感与检测技术、可

编程控制器与组态监控技术、可编程控制技术实训。专业技术方向课包括：工业

数据采集技术、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技术、工业边缘计算应用技术、工业控制技

术、工业互联网安全检测技术、机器视觉技术、工业互联网平台操作技术、数据

分析及可视化技术。专业拓展课包括：工业管理软件应用、工业数字孪生应用、

工业互联网实施项目管理、工业互联网综合应用项目、工业互联网竞赛技能训练、

数据网组建及维护等课程。专业共计 2717课时，131学分。 

四、专业发展情况及发展规划 

专业发展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目前已经建成法国施耐德绿色低碳智慧互联运

动控制实训室，实训室可以开设智能控制相关课程。除此之外还成功建成工业互

联网网络运维实训室，可以开设《工业数据采集》和《工业互联网安全》两门课，

目前可以满足大一新生的培养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工业网络、制造系统、运营管理

系统、工业互联网等知识，具备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业异构网络集成、数据采

集分析、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工业

网络系统集成与运维、工业数据采集、工业边缘计算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

工业网络安全实施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未来将会继续建设工业互联网

边缘计算实训室、机器视觉实训室以及工业互联网综合应用实训室，构成完整的

与人才培养方案匹配的实训室体系，来满足学生的需求。另外在2023年将会把本

专业扩招至两个标准班，大力培养工业互联网应用型人才。 

二级学院会针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产业对应的相关岗位，所需要的能力来开

设相关的课程，培养学生的相关能力。未来还会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元育

人，建设工业互联网实训基地，产业学院，打造工业互联网品牌专业，以及工业



互联网重点专业群，带动机电工程学院的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

等相关专业一同发展，最终在学校内部实现小型“数字工厂”，把工业互联网打

造成双高建设专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