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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engineering is a discipline that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re courses such as 
Logistics System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Warehouse Management,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eaching system, attempt to 
apply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to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teaching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so as to clarify the direc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the same type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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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教学法在物流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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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流工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针对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工程专业教学体系设置现状，结合正在进行的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仓储管理》等核心课程教学改革实际，分析其存在的不足，试将项目化教学法应用于本科物流
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中，明确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以期为同类型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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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综合

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多种方法及理论，进行各类物流系统

的规划、设计，保障物流系统的运营成本最低、服务水平最

优、效率及效益最高。在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教学体系

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物流系统项目规划及设

计能力及实践操作能力，对于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

项目化教学将课程教学单元分设不同的模块，结合任

务驱动法引导学生围绕具体的任务和项目，通过实验或实训

操作提高动手实践的能力。目前中国高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的一项重点就是进行项目化教学，但是该方法在中国高校应

用还尚不成熟，我们应针对课程内容，从项目的选择、实施

等方面不断去摸索经验。从传统教学手段及当前课程所使用

教材来看，物流专业课程远不能满足人才培养需求，因而从

实践角度出发，基于项目化教学法的物流专业课程改革势在

必行。

论文基于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实际，综合参与《物

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仓储管理》等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体

会，找出目前课程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为课程后续改革方

向提供参考。

2 现有课程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2.1 理论教学课时比重过大，缺乏实践教学
物流工程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专业课程内容丰富、涉

及面广，从传统教学模式来看，课程理论知识更多、实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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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占比例小，导致教学过程相对枯燥，不能充分体现学生

主体地位，学生学习积极性低下，教学质量难以提升，不利

于学生物流规划设计能力的培养及职业岗位能力的形成，与

当前社会对于物流人才的需求不匹配。

2.2 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参与度不足
随着智慧物流 4.0 时代的到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业融入了信息经济、智

能物流系统等相关理论及方法，行业更新迭代快，这对应用

型本科物流工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1]。传统教学方式

无法满足市场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这是物流工程专业课程

教学过程的一大痛点。

2.3 思政教育匮乏，无法与人才培养目标保持高度

一致
物流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

还要保证他们在未来岗位中兢兢业业、踏实稳重，能够为社

会所需，因此在平时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物流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对学生的思政教育较为匮乏，知识传

授与课程思政的完美融合也是一大难题，如何达到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是物流工程专业教师一直探讨的重点。

通过以上对物流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体系中分析，发现

目前专业课程实际教学情况与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要

实现的培养目标还有一些差距。因此，基于项目化教学法对

物流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3 基于项目化教学法的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方向

3.1 项目化教学模块构建
有些教材参考书目内容丰富，课程涵盖知识点多而全，

课程间的融合性导致部分章节内容与其他课程重复，这一

方面会导致教学重点不明确，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学习负担 

加重 [2]。这就需要教师在对课程内容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

教材内容进行整合。以《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为例，该课

程通过整合课程教学内容，设立４个设计性实践项目，涵盖

本课程所有重点章节，并依据大纲要求中实践学时共 8 学时，

设计的项目结构如表 1 所示。

基于以上 4 个设计性实践项目，考核内容的设计多样

化，像每个项目设定相关任务，引导学生分组协作完成。例

如，项目“物流系统网络规划与设计”中涉及节点选址问题，

小组成员可从重心法、Excel 规划求解等多种方法中进行选

择完成给定任务。此项目考核学生完成情况依据具体评分标

准：方案设计 30%；实践报告 20%；学习态度 20%；团队

合作 20%；小组汇报情况 10%。

项目化教学活动考核方式具体如图 1 所示。

3.2 任务驱动教学方法运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发展，传统的“填鸭式”为主的

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物流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要求，除了

运用交互式媒体教学、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外，

还需将任务驱动法有机结合。以《仓储管理》课程为例，为

表 1 项目化模块结构

图 1 项目化教学活动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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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在学习实践课程内容时，教

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设计相关任务，引导学生基于仓储管

理实践项目去完成任务，形成实践报告，这样学生学习热情

更高涨，也更能充分发挥学生独立思考、合作探究能力。

3.3 “三阶段七环节”+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

实践
物流工程与多门学科交叉融合，专业课程体系也较为

综合，以该专业核心课程之一《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为例，

本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系统分析、协调与管理的能力。基于项

目化实践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可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

升学生综合素养 [3]。

“三阶段”指实现“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促进师生、生生互动。“七环节”指

课堂教学过程的七个阶段，即预习、导言、前测、参与式学习、

后测、总结和提升，如图 2 所示。此外，该模式通过线上推

送学习资源、学习通等辅助教学与线下的课堂教学相融合，

全力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 [4]。

图 2 “三阶段七环节”+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

3.4 项目化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
为与当前物流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在平时课堂教学过程中除培养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外，着力

培养学生职业责任感，完成培养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三

维目标，并在改革中坚持思政育人的目标 [5]。以《物流系统

规划与设计》课程为例，结合教学内容，深入挖掘每个项目

模块的思政元素。例如，在“物流园区规划与设计”项目的

教学中，引导学生共同观看“智慧中国”微视频，对学生进

行爱国和强国教育，研讨现代物流技术与智慧物流园的强大

意义。

4 项目化教学法课程教学改革成效

4.1 学生课堂表现
基于《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仓储管理》等课程改

革实践，课堂氛围更活跃，学生学习兴趣更浓厚、学习积极

性更高。

4.2 学生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团队协作能力、规

划设计能力显著提升，学生规划方案成果质量更高。

4.3 学生考试成绩
针对课堂改革试点的专升本物流工程专业 2021 级和

2020 级两个自然班期末成绩对比效果显著。改革前后两级

自然班期末成绩对比如图 3 所示。

图 3 改革前后两级自然班期末成绩对比

4.4 教学效果
教学督导听评课反馈效果较好、学生对课程评价满意

度更高。此外，《仓储管理》课程申报校级 2022 年春季学

期首批线上教学典型教学案例获三等奖、立项 2022 年度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等。

5 结语

将项目化教学法应用于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实践，着重

考虑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模式的创

新以及思政元素的挖掘等方面，完善原有课程教学体系，充

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6]。下一

步，物流工程专业课程将在现有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为

物流人才的培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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