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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智慧农业”微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向纵深推进，乡村振兴的战

略格局也日新月异，党和国家采取多种举措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为有志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舞台。“智慧农业”微专业适

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需求，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将生命科学、信息

科学、社会科学与涉农学科深度融合，依托聊城大学作物学、风景园林学两个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山东省“十三五”高校重点实验室“生态环境保育与生

物资源创新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与优化控制实验室”，与国家农业信息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聊城市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腾讯云农

业数字经济产业基地等企事业单位深度合作，创新“高校+政府+企业”教学组织

形式，旨在激发学生“三农”情怀，培养知农爱农的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

本微专业依托聊城大学智慧农业专业开设，拥有专（兼）任教师 48 人，其

中教授（研究员）10 人，副教授 19 人，博士 28 人，研究领域涉及作物现代育

种、作物绿色栽培、设施园艺生产、新型绿色农药及环境评价、土壤微生物修复、

农产品加工与储藏、农业大数据处理与挖掘、智慧农业生产优化与调度、机器学

习与图像处理、生物大数据智能计算、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本微专业招收有意在涉农高校读研深造、赴基层政府工作任职、到涉农企业

就业创业或对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浓厚兴趣的大二、大三年级在校

本科生。

二、培养目标与结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智慧农业”微专业旨在培养热爱祖国“三农”事业，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

掌握农业基础理论与技术、现代育种技术、现代植保技术、“3S”技术、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并做到有机交叉融合，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在各类学

科竞赛、考研深造、考公考编、创新创业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能胜任现代农业

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领导管理、产业规划、经营投资、技术服务等工作的跨

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

目标 1（知识）：掌握农业专业理论与应用技术，熟知农业信息学、计算机

科学和农业工程技术、农业产业链经营与管理等专业知识和技能，了解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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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能够熟练运用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解决农业

实际问题。

目标 2（能力）：具有放眼全球的视野，熟知农业发展历史、特点及发展趋

势，具备前瞻思维和信息捕获、分析能力。能够跟踪现代农业领域的前沿技术和

最新政策，具备担任涉农教学、科研、管理、经营等职位的能力。

目标 3（素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职业道德，富有家国情怀，热爱“三

农”事业，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具备不断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二）结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具有农学理论与应用、计算机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3S 原理与技术

与农业信息学等专业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

A2：了解人工智能、物联网、设施农业、智慧农机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能够对现代农业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并提出解决对策。

能够与业界同行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具备参与智慧农业相关领域工作能力。

B2：能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对智慧农业领域的数据信息进行统计

分析、预测。能够跟踪农业领域的前沿技术，有效利用网络资源学习与工作。

3.素养结构要求（C）

C1：具有良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了解国情社

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投身祖国乡村振兴事业的崇高目标。

C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

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表 1 结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

培养目标

结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H H H

A2 H M L

B1 M H H

B2 H H L

C1 H L H

C2 M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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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读年限

本微专业修读年限为 1-2 年。

四、课程设置

共设置 4门课程，建议修读顺序如下：

1.《智慧农业导论》：智慧农业是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跨界融合，实现农

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定量决策、智能控制、精准投入、个性化服务的全新

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信息化发展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能化的高级阶段。本

科程主要内容包括：（1）绪论：农业发展的进程，智慧农业的内涵，智慧农业

的发展现状与趋势；（2）智慧农业关键技术：农业遥感、物联网、大数据以及

人工智能在智慧农业上的应用；（3）智慧作物种植（包括智能种植决策和智能

生长监测）：模式识别、智能农机、精准控制以及气象灾害预警等；（4）智慧

农业经营与管理：智慧果园、植物工厂、智慧畜牧、智慧渔业、智慧农产品经营

与管理等。

2.《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应用》：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结

合过程，本课程基于当前生产技术的发展热点和研究进展，突出新颖性、科学性

和实用性，阐述现代农业生产的原理与技术，呈现现代科学技术在作物生产中的

发展趋势，探索通过栽培管理、生长调控和优化决策等途径，实现作物高产、优

质、高效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1）农作

物生长发育与产品形成规律：作物的起源、分布及分类，作物的生长与发育，作

物产量与品质的形成；（2）作物与环境关系：作物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3）作物栽培管理技术：作物精确栽培、设施栽培和作物生长诊断等。（4）实

践教学：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调研，关键栽培管理技术和智慧农机实践。

3.《农业的芯片——现代种业》：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处于整个农

业产业链的源头，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本课程通过介绍作物育种、

制种和种子推广应用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系统了解我国种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和体

系，树牢种源安全意识。主要内容包括：（1）绪论：我国种业发展现状，新品

种选育和推广的战略意义；（2）育种学基础：作物的品种类型、育种目标、繁

殖方式和种质资源；（3）基本育种方法和现代育种技术：杂交育种、诱变育种、

倍性育种等传统育种方法，基因工程育种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等现代育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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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4）制种技术和体系：新品种审定和登记制度，种子生产技术和体系；（5）

种子推广应用：商业化育种相关法律和政策，种子企业运营与管理；（6）实践

教学：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和现代种苗基地调研，关键育种技术实践。

4.《绿色农业与农产品安全》：“民以食为天”，当前农业发展的核心是实

现食物安全、资源高效与环境可持续的多目标协同。本课程围绕当前绿色农业发

展目标，阐释农业生产的生物环境以及非生物环境，解读农产品、环境和人类之

间的关系，介绍智慧植保关键技术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措施。主要内容包括：

（1）植物保护概论：植物保护热点问题，农业生产中病虫害的危害性；（2）“多

彩的昆虫世界”：昆虫的分类，昆虫的形态特征、结构和功能；（3）农业微生

物群落：病原物与作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植物病害防控技术；（4）绿色植保：

植物化学保护的意义与现状，植物保护法律法规解读；（5）粮食安全与环境安

全的协调途径：农业与环境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6）实践教学：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系统调研，常见昆虫识别与标本制作，利用无人机技术对农田中病虫

害的快速诊断。

五、结业学分

计划总学时为 192学时，总学分为 12学分。

六、结业方式

修满本专业规定的结业学分，授予聊城大学智慧农业微专业结业证书。

微专业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备注信息，不具有学士学位

授予资格。

七、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上课方式课内
教学

实验

教学

实践
教学

实践
周数

wzy190101智慧农业导论 3 48 48 16 秋季 考查 线上线下混合

wzy190102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应用 3 48 32 16 秋季 考查 线上线下混合

wzy190103农业的芯片——现代种业 3 48 32 16 春季 考查 线上线下混合

wzy190104绿色农业与农产品安全 3 48 32 16 春季 考查 线上线下混合

总计 12 192 128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