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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the Logistics program at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s explored practice-oriented teaching refor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 using th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ourse as a case study. The teaching team designed modular teaching 
content tailored to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f-campus practice bases, and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to	establish	a	unified	model	that	combin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xperiment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teaching.	
After	the	course	reform,	student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practical,	operation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and received high recognition from employers for their job 
competency and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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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引导下民办高校物流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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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财经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中国·浙江 宁波 315175

摘　要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创新创业思维，宁波财经学院物流专业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以《运输管理》课
程为例，开展了实践教学改革探索。教学团队针对课程特点，设计模块化教学内容，结合虚拟仿真技术、校外实践基地及
学科竞赛，构建了科研创新、实验实践与理论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课程改革后，学生的实践能力、操作能力、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在创新创业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岗位胜任度与创业能力给予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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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尤其是在科技变革和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型人

才需求日益增加。随着科技革命加速，数字技术渗透各行业，

物流领域对复合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1-4]。然而，

传统“知识灌输、轻视实践”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物

流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改

革，成为物流专业课程发展的关键内容 [5-8]。以创新创业为

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研究热点，也是数字化背景

下课程改革的重点 [9，12]。

2 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宁波财经学院作为浙江省首批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

致力于培养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重点关注国际航

运管理、物流工程设计与管理等方向。《运输管理》作为物

流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涉及运输方式、设施设备、规划与

管理等，是学生掌握专业技能的关键课程。然而，传统教学

模式以理论授课为主，缺乏实践支持，无法满足学生操作性

和创新性能力的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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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课程覆盖五种运输方式（公路、铁路、

航空、水路、管道）的特点、设备与规划管理。面对物流行

业快速发展的态势，课程内容需要及时更新，以涵盖综合化、

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的要求。通过创新创业导向的实践教学

改革，可以更好地实现课程目标，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创

新意识和行业适应性。

3 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

《运输管理》课程通过模块化知识体系设计、项目驱

动式实训教学以及产教融合实践模式的多重改革路径，探索

适应现代物流行业需求的教学新模式。首先，课程内容进行

了模块化设计，将其划分为一个理论模块和四个时代主题模

块，包括城市交通、综合运输、智能运输和可持续交通模块。

理论模块全面介绍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

方式的特点、设备、规划与管理，理论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

结合实验操作，强调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与实际操作能力的

培养。城市交通模块以城市为主要场景，分析交通系统组成

及规划管理，注重理论与校内外实践相结合。综合运输模块

则聚焦多式联运与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结合“一带一路”等

国家战略，使学生深入理解综合运输体系的布局与规划。智

能运输模块通过展示智能化运输技术的发展，例如车联网及

智能运输系统的应用，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思维。可持续交

通模块强调绿色发展理念，通过设计低碳运输方案，引导学

生树立环保意识并付诸实践。同时，这些模块中嵌入了思政

元素，将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

此外，课程改革采用项目驱动式实训教学，通过校内

实验室的百蝶虚拟仿真实训平台，为学生创造贴近实际的学

习环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详细说明任务背景与操作

目标，引导学生回顾相关理论知识，然后进行关键操作的演

示。学生在充分理解操作步骤后进行独立操作，并在此基础

上通过强化训练反复实践，最终提交实验报告进行总结与反

思。以“公路零担货物运输作业”的实训任务为例，学生需

要完成从运输任务的受理、审核、调度到执行的完整业务流

程，在虚拟环境中全面掌握运输管理操作的关键环节。这种

教学方法将实践与理论深度结合，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

应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以任务三公路零担直达货物运输作

业的实训为例，对实验室实训教学实施主要过程进行详细说

明。此次实训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熟悉零担货物运输的特点

和开办条件，掌握零担货物运输的组织形式，能够完成零担

运输业务的受理、审核、调度，并能执行运输作业。首先是

任务描述，通过平台推送任务，包括运输的信息如托运单包

含的运输类型，托运人及收货人名称，联系地址，货物名称，

数量，重量等重要信息。其次是开展实验训练，要求学生按

照《操作说明书》中对应任务的操作提示和步骤说明展开实

验，在虚拟环境下完成零担运输业务的受理、审核、调度，

并能执行运输作业。最后是提交实验报告，报告主要包含理

论相关知识和实践信息，这次任务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第

一查看任务信息，根据两个订单的货物信息，此次运输业务

应采用整车货物运输还是零担货物运输？为什么？第二按

照任务作业的流程完成货物的干线运输，货物到达上海物流

中心，接下来进行市内配送调度，勾选订单打印订单，在运

输管理系统（TMS）查看送货单，并将派车信息填入图中。

第三市内配送人员按照托运单的收货地址将货物送至两个

收货人的收货点，此次零担运输任务完成。零担货物运输的

组织形式有固定式和非固定式，此次零担货物运输业务属于

哪种组织形式？该组织形式具有什么特点？第四根据任务

的作业过程和直达式零担班车的组织形式画出直达式零担

货运组织形式图。

同时，课程通过产教融合实践模式进一步强化学生的

行业适应能力。学院与宁波港东南物流集团等多家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设立校外实践基地，开展真实运输订单操作，帮

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基于这一合作，课程还

开设了“大宗国际物流订单班”，通过实际订单操作教学，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该课程班已连续开设八年，学生反馈

良好，有效提升了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通过率。此外，学院

依托“大宗商品现代物流产业学院”( 图 1），整合校内外

资源，共同开发实践课程，为学生提供多层次的实践教学机

会，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岗位胜任力。

 

 

图 1  校内外联合开展实践教学

4 教学改革的主要成效

通过校内实验室实训、校外实践基地实习，还有校内

外联合的实践课程相关培训，《运输管理》走出了一条以创

新创业为引导，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自

从实践教学改革开展以来，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际应

用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创新创业竞赛激发理论知识落地“新

点子”，积极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交通运输问题，结合理

论运用到实践，落地形成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新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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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竞赛形式得以充分展示。2023 年学生参加由中国物资储

运协会联合物流和供应链领域企业、全国交通运输产教融

合服务平台承办的第六届“长风学霸赛之运输传奇大战”竞

赛，获得本科组三等奖。2024 年学生参加由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国际供应链建模设计大赛，获得二等奖，

学院获得最佳组织院校奖。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作为最基

本的授课载体，通过课程了解社会和行业，也通过课程改革

培养符合行业需求和企业要求的应用型人才，获得较好的

成效。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评估中心的《2022

届浙江省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和人才培养质量调查报

告》，所在学院的已毕业学生的岗位胜任度及创业前景得

分为 8.36，省内高校仅次于温州医科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

可以看出课程以及所在系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成色”

十足。

5 结语

在面向我国流通业需要更多职能性应用型人才的大背

景下，基于实践教学改革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是民办高校

面向新文科建设的一大要点。在汲取已有实践教学改革创新

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所在学校应用型特色和学院产教融合资

源优势，教学小组对《运输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做了

初步的探索，在实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资源、课程

考核及课程管理上进行革新。实践教学内容上依托“模块化

知识”，以设计性、探究性，操作性实训为主，辅以校外感

性实践，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动手能力、科研创新能

力及创新创业意识。教学方法上把项目驱动、任务完成的单

人式虚拟操作引入实践实验室教学，向学生传输运输作业的

具体操作流程和相关企业管理理念。利用学校现有实验室资

源和校外实践基地，让运输管理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改革后

的实践教学模式融合了课堂实验室教学和课外实践基地实

习的双重优势，加深了学生对运输管理具体业务的理解，提

升了具体操作能力，同时也深化了理论的理解。今后可以充

分利用线上网络教学资源优势，融合及探究实训教学方法及

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以更好地达到应用型高校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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