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智慧农业导论

课程英文名：《Introduction to smart agriculture》

授课对象 硕士研究生 授课语种 汉语

课程性质 必修课（ ）选修课（ √ ）

课程类型 理论课（ √ ）方法课（ ）实验课（ ）实践课（ ）

学分 2 学 时 32

开课学期 第一学期 课程代码 K15028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主要结合近年来智慧农业的发展情况和科研成果，从信息技术

和农业技术发展过程的视角，阐述智慧农业的出现、技术内涵、系统开发

和智慧农业系统的作用。主要学习计算机技术、网络、传感器、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学完本课程应该掌握信息和通

信领域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知农爱农情怀，并具有将计算机专业知识与农

业领域知识相结合的能力。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本课程拓展农业院校各个专业硕士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专

业知识与计算机、信息技术领域知识相结合的能力，提升学生面对农业领

域与信息技术结合的复杂工程问题的求解能力。

能力目标：1.学生理解农业信息化问题，具备选择与使用计算机领域技术

与工具解决农业应用问题的能力。2.理解经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环境等综合因素对农业系统解决方案的影响。

素养要求
具备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能够倾听他人意见，有责任感、奉献精神和包

容精神，具备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具备创新思维、创业思维、思辨思维等。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知识
单元 第一章 绪论 学时 4 课程目标 1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1.1 智慧农业的由来

1.1.1 信息技术发展历程

1.1.2 农业发展历程

1.2 智慧农业内涵

1.2.1 智慧农业概念

1.2.2 智慧农业系统概述

1.2.3 智慧农业系统技术

1.2.4 农业大数据

1.2.5 农业人工智能

1.3 智慧农业系统

1.3.1 智能农业技术组成

1.3.2 智慧农业系统生态圈

知识
要求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智慧农业的由来、内涵和智慧农业系统案例等

基本概念及内容。了解智慧农业系统涉及到的主要信息技术包括：传感技

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能力
要求

学生通过学习信息技术、农业的发展历程，理解信息技术、农业信息化、

智慧农机的形成过程与发展现状。

素养
要求

将知农爱农的情怀、敬业精神、人文精神、职业操守等元素融入到研究生

的素质教育。

知识
单元

第二章 智慧农业

系统
学时 4 课程目标 1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2.1 计算机系统

2.1.1 计算机发展

2.1.2 冯诺依曼计算机

2.2 信息系统

2.2.1 信息系统概念

2.2.2 计算机硬件

2.2.3 计算机软件

2.2.4 数据资源

2.3 计算机中信息表示

2.3.1 进制表示



2.3.2 ASCII 码

2.4 智慧农业系统的组成

2.4.1 智慧农业系统概述

2.4.2 智慧农业系统应用

知识
要求

掌握冯•诺依曼电子计算机系统。计算机发展历程。掌握计算机中的信息表

示。数制转换方法。理解信息系统概念、定义、范围及类型。智慧农业系

统的组成。

能力
要求

计算机应用技术能力。

素养
要求

培养创新思维、创业思维、思辨思维等。

知识
单元

第三章 传感器及

物联网
学时 4 课程目标 1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3.1 传感器

3.1.1 传感器

3.1.2 常用传感器

3.2 农业生产全过程数字化技术

3.2.1 全球卫星定位技术

3.2.2 遥感技术

3.2.3 GIS 技术

3.2.4 RFID 和条码技术

3.2.5 种植业数字化技术

3.2.6 养殖业传感技术

3.3 农业物联网技术

3.3.1 物联网简介

3.3.2 农业物联网的体系结构

3.3.3 物联网典型无线接入技术

知识
要求

智慧农业是在数字化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需要把农业生产全过

程数字化后，才能用信息技术处理。随着现代传感技术的发展，使提取这

些信息成为可能。本节课介绍的农业数字化技术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

数字化技术，主要包括传感器、农业生产全流程涉及的传感技术、物联网

技术。



能力
要求

作为农业林院校的研究生，一定要了解计算机应用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情

况，同时智慧农业的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突破传统农业的理念束缚。

素养
要求

通过介绍中国的 5G 发展情况，引导学生树立专业自信心，培育责任感和荣

誉感，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

知识
单元

第四章 数据传输

技术
学时 2 课程目标 1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4.1 局域网技术

4.2 互联网

4.3 移动互联网

4.4 数据传输协议

知识
要求

在智慧农业系统中，数据的传输交换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来实现的。农

业数据通过传感器等不同手段获取，这些数据需要上传给数据管理系统进

行处理，不同应用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也需要进行数据传递，这些都需要利

用数据传输技术来完成。

能力
要求

具有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就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

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

素养
要求

培育学生严谨认真、坚持不懈、勇于的科技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知农爱农

的情怀；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知识
单元

第五章 计算思维

与算法
学时 4 课程目标 2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5.1 计算思维

5.2 问题与问题求解

5.3 计算机问题求解方法——算法

5.3.1 什么是算法

5.3.2 算法的特征

5.4 常用算法

5.4.1 简单算法

5.4.2 分治算法

5.4.3 优化算法

5.4.4 图搜索算法

5.4.5 算法的表示

知识
要求

理解什么是算法，算法具备的特征，如何进行表示算法。计算思维的培养。

理解贪心算法、枚举算法、优化算法等经典算法。



能力
要求

培养计算思维能力。计算思维是一种人类的思维过程，是每个人必须掌握

的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对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描述，并以一种

计算机能够有效执行的方式来表达，其核心在于解决问题。

素养
要求

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思政目标，通过讲述著名的

Liang-Barskey裁剪算法梁友栋的杰出贡献，引导学生心中有榜样，矢志把对

国家的爱倾注到学习工作之中。

知识
单元

第六章 大数据技

术
学时 4 课程目标 1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6.1 农业大数据概述

6.2 农业大数据存储和管理

6.3 农业大数据分析与计算

6.4 农业大数据可视化

6.5 区块链技术

知识
要求

熟练掌握包括农业大数据的概念、特征、技术，农业大数据的存储和管理、

数据分析与数据可视化等。

能力
要求

通过对农业大数据存储、管理、分析与计算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

运用大数据技术解决农业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素养
要求

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

向、政治 信仰、社会责任的教育。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引人以大道、启人以

大智。

知识
单元

第七章 农业人工

智能
学时 4 课程目标 2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7.1 人工智能算法

7.2 机器学习概述

7.3 专家系统概述

7.4 深度学习

7.4.1 人工神经网络

7.4.2 卷积神经网络

7.4.3 深度学习案例

7.5 农业机器人

7.6 遗传规划

知识
要求

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作用、用法。具有对人工智能知识点进行介绍

的能力。了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遗传规划算法，并领会人工智能在农

业中的应用案例，专家系统和农业机器人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能力
要求

通过对本节相关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机器学习与专

家系统等技术解决农业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素养
要求

通过讲述数理逻辑教育和研究的开拓者莫绍揆的杰出贡献，引导学生心中

有榜样，矢志把对国家的爱倾注到学习工作之中。

知识
单元

第八章 智慧农业

系统构建
学时 4 课程目标 2 考核方式 答题

教学
内容

8.1 智慧农业系统的概念及其组成

8.2 智慧农业系统的开发

8.3 质量管理与系统评价

8.4 智慧农机决策管理平台的构建

8.5 智慧农机系统实现

知识
要求

理解智慧农业系统建设的过程，可行性分析的重要性，与社会、环境、经

济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掌握系统需求分析和设计的要点。

能力
要求

从智慧农业系统构建的角度介绍了智慧农业系统的组成要素，以及如何构

建一个智慧农业系统。智慧农业系统的建设需要从可行性分析开始，经过

系统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运行维护、审核评价等多个阶

段。

素养
要求

将太行山精神、李保国精神、知农爱农的情怀、敬业精神、人文精神、职

业操守等“思政元素”融入到研究生的职业素质教育全过程。

知识
单元

第九章 智慧农业

系统案例
学时 2 课程目标 2 考核方式 文档

教学
内容

1 智慧养鸡案例分析

2智慧牧场案例分析

3智慧果园案例分析

4智慧温室案例分析

5智慧农机深松质量检测系统案例分析

知识
要求

考察学生对智慧农业的认识，通过案例讲解使学生对智慧农业系统有更为

直观的认识。

能力
要求

智慧农业系统的构建涉及到政策、环境、科技等多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最后，通过智慧农机系统建设中的一些具体实例使读者了

解智慧农业系统建设所需的关键技术。



素养
要求

将太行山精神、李保国精神、知农爱农的情怀、敬业精神、人文精神、职

业操守等“思政元素”融入到研究生的职业素质教育全过程。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平时考核和期末论文相结合，平时考核通过雨课堂线上测试，

期末结课论文作为主要的评定依据。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 是 （√） 否

是否课程组授课（ √ ）是否实施案例教学（ √ ）

大纲编写： 学院：信息学院 编写者：授课组 撰写日期：2019-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