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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ever-changing er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our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of this change, is gradually penetrating into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From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to smart hom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extensive, and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tal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 Therefore, how to 
train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with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oficient in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in practical wor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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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课程构建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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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智能控制技术作为这一
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正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智能制造、智能交通到智能家居，智能控制技术的应用范围日
益广泛，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切。因此，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熟练掌握智能控制技术、并能灵活应用于实
际工作中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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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岗课赛证融通模式旨在通过岗位需求导向、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

业资格证书对接等方式，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的有效衔接。对于智能控制专业而言，探索岗课赛证融

通的课程构建路径，不仅能够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能够促进学生综合

2 智能控制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课程构建目标

2.1 培养学生智能控制领域的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
智能控制技术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包括自动化、计

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等，因此，学生需要掌握扎实的理论基

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学生将学习到

智能控制的基本原理、算法设计、系统建模与仿真等知识。

同时，课程中将融入大量的实验和项目实践，让学生在真实

的工程环境中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

的培养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更能提

升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2.2 提高学生参与相关专业竞赛的能力
专业竞赛不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途径，更是

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的有效方式。通过组织和

参与各类智能控制相关的竞赛，学生能够在竞争中锻炼自己

的应变能力和实践能力。课程将结合竞赛要求，设计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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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模块，帮助学生熟悉竞赛的流程、规则以及技术要求。

同时，教师将提供指导和支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赛事，

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这种实践与理论相结

合的方式，不仅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为他们未来的

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为学生获取智能控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奠定基础
随着智能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

也日益受到重视。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学生将掌握相关的

知识和技能，为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做好充分准备。课程将涵

盖职业资格认证所需的核心知识点，并通过模拟考试和考前

培训，帮助学生熟悉考试形式和内容，提高他们的通过率 [1]。

此外，学校还将与相关行业协会和认证机构合作，提供更多

的资源和支持，帮助学生顺利获取证书。这不仅能提升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也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2.4 促进专业课程、职业技能竞赛与职业资格证书

的有机融合
通过将专业课程与职业技能竞赛、职业资格证书的要

求进行有效对接，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明确自己的职业发

展方向，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课程设计将注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竞赛和考

证，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者，更是学生职业发展的引导者和支持者 [2]。通过这种有机

融合，学生能够在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

力，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智能控制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课程构建策略

3.1 根据岗位需求、竞赛要求和证书标准，设计课

程体系
首先，我们要深入分析智能控制专业的岗位需求。随

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

控制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涉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医疗

健康等诸多领域。这就要求智能控制专业的毕业生不仅要掌

握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在设计课程体系时，我们要紧密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

企业用人需求，合理设置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比例，加强

学生的工程实践训练，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次，我们要充分考虑各类竞赛对智能控制专业人才

培养的要求。近年来，各级各类智能控制相关竞赛层出不穷，

如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等。这

些竞赛不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平台，更是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舞台。通过参加竞赛，学生可以将所

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提高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因此，

在构建课程体系时，我们要将竞赛内容融入教学中，开设相

关的选修课或实训课，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

最后，我们还要重视各类证书对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

作用。在智能控制领域，既有工程师职称证书，也有各种技

能等级证书，如 PLC 工程师证书、嵌入式工程师证书等。

这些证书既是学生专业能力的体现，也是求职时的重要砝

码。因此，在设计课程体系时，我们要将证书考核内容纳入

教学中，开设相关的培训课程，帮助学生提前做好考证准备
[3]。同时，我们还可以探索“1+X”证书制度，将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相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

性（图 1）。

图 1 “岗课赛证创融通”体系

3.2 更新教学内容，紧跟智能控制技术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要密切关注智能控制领域的前沿动态。要

经常浏览 IEEE、Elsevier 等知名出版机构的期刊和会议论文，

了解智能控制技术的最新进展。要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和研讨

会，与业界专家学者交流切磋，开阔眼界、拓展思路。要定

期邀请行业领军人物来校讲学，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智能控制

技术的魅力。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可以及时掌握智能控制领

域的前沿动态，为更新教学内容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其次，我们要根据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及时调

整课程设置。传统的智能控制课程大多侧重于经典控制理论

和方法，如 PID 控制、自适应控制、最优控制等。而随着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兴起，智能控制的

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 [4]。因此，我们要在保留经典控制

理论课程的同时，适当增设一些反映新技术、新趋势的课程，

如机器学习与智能控制、大数据驱动的智能优化、云端智能

控制系统等。通过这些新课程的开设，学生可以接触到智能

控制技术的最新发展，拓宽知识面，提升创新能力。

最后，我们要探索柔性、开放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基础、学习风格

都有所不同，我们不能搞 " 一刀切 "，而要因材施教、因需

施教。比如，我们可以开设一些选修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需求自主选择。我们还可以利用在线教育平台，为

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项

目，或者到企业实习实践，让他们在探索中成长、在创新中

升华（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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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证融通”的在线专业课程架构

3.3 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提升教师实践教学

能力
首先，我们要制定“双师型”教师的选聘标准。在选

聘新教师时，我们不仅要考察其学历背景和科研能力，还要

重点考察其实践经历和工程背景。我们可以从企业、科研院

所等单位引进一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践经验的高层次人

才，充实教学团队。对于在职教师，我们要鼓励其走出校门，

到企业一线挂职锻炼，或者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的研发，提升

实践教学能力 [5]。同时，我们还可以聘请一些行业专家、企

业工程师担任兼职教师，让他们将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实践经

验带入课堂，拓宽学生视野。

其次，我们要打造“双师型”教师协同育人的机制。“双

师型”教师的优势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如果各自为战、

单打独斗，就难以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因此，我们要建立“双

师型”教师协同育人的机制，促进理论教师与实践教师的深

度合作。比如，我们可以成立若干个教学团队，每个团队由

理论教师和实践教师共同组成，负责一门或几门课程的建

设与教学。在教学过程中，理论教师负责讲授基本原理和方

法，实践教师负责设计实训项目和指导实践操作，双方密切

配合、相互补台，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还可以探索“双

导师制”，为每个学生安排一名校内导师和一名企业导师，

校企导师通力合作，在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等方面共同指导

学生成长，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最后，我们还要营造“双师型”教师成长的良好环境。

学校要在政策、经费、场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双师

型”教师的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要改革教师考核评价

机制，将实践教学能力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引导教师投身教

学一线、提升实践技能。要加强宣传引导，在全校营造尊重

“双师型”教师、崇尚实践教学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教师

走“双师型”发展之路。只有学校上下形成合力，“双师型”

教师的培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4 建设智能控制实训中心，提供真实的职业情境
首先，智能控制实训中心的建设需要校企深度合作。

学校应当积极与行业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企业专家

参与实训中心的规划和建设。企业可以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

术，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和职业标准。同时，企业专家还可

以指导教师开发实训项目，确保实训内容与职业岗位需求相

符合。通过校企合作，实训中心可以真正成为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的大本营。

其次，实训中心的建设要与课程改革相结合。传统的

理论课程难以满足智能控制专业的实践需求，必须进行课程

改革和创新。一方面，要将实训项目引入课堂教学，通过项

目驱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理

论的理解，在理论指导下提升实践能力。课程改革要以职业

能力为导向，以赛证融通为抓手，构建与职业岗位相对接的

课程体系。

最后，智能控制实训中心的建设要注重创新创业教育。

智能控制专业是一个充满创新机遇的领域，学生不仅要掌握

专业技能，更要具备创新创业的意识和能力。实训中心可以

开设创新实践项目，鼓励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和创业实践。同

时，还可以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搭建学生展示创新成果的平

台。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可以提高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4 结语

智能控制专业要构建“岗课赛证融通”的课程体系，

必须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将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内容、技

能竞赛项目融入课程，并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与实施。

这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工程，需要专业教师、行业企业

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等多方协同，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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