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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流项目管理》是一门面向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实践性强、综合性较高的专业课程。随着

物流系统建设的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具备物流项目管理知识和物流方案设计能力的物流工程应用

型人才需求急速上升。在此，本研究从行业发展、课程建设现状与问题入手，提出了校企双导师制课程

体系与相关举措。本研究提出的措施对培养学生创新与应用能力，推进校企共建课程具有一定的实践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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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Project Management” is a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for lo-
gistic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nd digital lo-
gistics system, the demand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logistics talents with logistics project man-
agement knowledge and logistics scheme design capabilities has risen rapidly. Starting from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problem analysis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e school-enterprise dual-tutor curriculum system and related 
measures were proposed. The measures proposed in this research have a certain practical ref-
erenc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promoting school-enterprise co-construc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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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项目管理》是在“管理学”、“经济学”、“物流学”等基础课以及“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物流系统仿真”、“物流信息技术”等专业课程之后开设的一门综合性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教学内

容涉及项目目标、范围、进度、成本、质量、团队、风险及采购等九大知识领域，以及项目启动、计划、

执行、控制、验收五个标准化的过程。该课程已成为项目管理自身独立的、系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也

是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物流系统建设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物流行业领域的自动化、数

字化项目投资急剧上升，使得拥有具备物流项目管理知识和物流解决方案设计能力的物流工程应用型人

才需求急速上升。在此，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如何将课堂理论知识与专业实习实践有效衔接起

来，从而提升学生的项目实践、创新与开拓能力是《物流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所破解的任务。 

2. 发展背景 

2.1. 物流行业人才需求向复合型、创新应用型方向转变。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在物流领域无人仓、物流机器人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物流服务日益与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融合。这使得让物流企业人才需求向多学

科交叉，掌握物流工程和管理专业知识、工具和方法，具备项目管理和创新∙应用能力特征的复合型人才

方向转变。从课程改革角度，卢红奇[1]对国内 20 多所高校物流工程课程体系进行分析，基于管办评分离

理念，对物流工程专业进行校内、社会、校外社会协同评价的课程分类，为进一步提升物流工程人才质

量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保障措施。庞海云，刘云霞[2]将项目管理思想、项目管理流程等知识体系结合了物

流管理专业的特点，提出了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讨论和谈话、小组练习、情景模拟等多种实践教学方

式以及多方位综合评价体系的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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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学科竞赛以解决企业及行业痛点为抓手，产学联动性日益紧密 

在物流领域，高校大学生可以参加全国/省市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日日顺创客训练营等学科竞赛。

以中国物流协会与日日顺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全国物流类专业高校联盟参与的日日顺创客训

练营为例，竞赛过程包含企业痛点调查分析、选题练兵方案设计、企业导师指导交流、方案亮剑获取立

项、以及项目孵化成果转化等环节，选题以解决企业实际痛点问题出发，评审选拔既要重视创新亮点也

要重视方案的落地可行性。在产学研合作领域，周可华，张春娥[3]指出校企可以通过育人平台共享信息、

共享资源，合作培养高素质人才，达到校企双赢的目的。吴晶[4]阐述了在国家出台的创新创业政策环境

下，为注重培养双创人人才，以物流项目管理与实务课程为例，开展以项目式推动的专创融合课程设计、

建立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相关的研究与重要性。 

2.3. 课程授课着重于知识理论，欠缺创新设计与应用能力的培育要素 

当前，大多高校物流项目管理课程运行状况局限于理论知识的讲解与训练，缺乏把物流工程专业知

识理论、方法工具和物流项目管理知识串联起来的综合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着虽然学过相关理论知识但

仍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项目设计方案与企业真实需求脱钩的尴尬局面。康文庆[5]认为物流项目实践教

学是一门全面的综合实训，为提高实践教学水平，系统论证并构建了教学目的与要求、教学整体设计、

学生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的整体实践教学方案。孙晖[6]为提升课程教学可持续改进效果，提出了通过应

用网络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起立体化考核体系及教学效果反馈体系的方案与措施。闫晓金等[7]指出项

目管理实践教学是课程组织实施的重点和难点，研究通过实践教学内容、师资队伍、教学模式的改革与

探索，提出了课程内容多、理论强、实践少、难理解、效果差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举措。 

3. 课程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 

3.1. 项目管理知识的工程教育内容丰富，但缺少实践锻炼 

目前，大部分高效物流类专业(包括物流管理、物流工程)都已开设了物流项目管理课程。学生通过课

程了解物流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能够进行物流项目可行性分析与撰写报告，掌握项目的目标管理与确

定、范围管理与分析、进度管理与控制、成本管理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项目人

力资源管理等理论知识与方法。并且在课程中设置了实践类作业，应用理论方法对每个小组拟定的项目

进行具体分析、规划，完成拟定项目的计划、设计、管理与控制过程，提升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

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达到学以致用的终极目标。但从教学运行情况分析，理论课时偏多，大部分

时间花费在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学习，小组拟定项目的过程性开展分析缺乏实践性，表面上来看理论与方

法都以应用，但方案设计实际内容缺少针对性、实践性和前瞻性，没有很好的体现出项目管理的系统性

和逻辑性特性。 

3.2. 实习实训环节日益丰富，但与项目管理实训课程的紧密性不强 

物流管理与工程专业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实践性强的特点。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加着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与应用能力，一方面鼓励并创造机会让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项目，另一方

面通过校企合作积极开展物流类岗位实习与实训的实践类课程。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也认识到储备人才

的培育与发展的重要性，制定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正在实施的“班 + 
店 + 基地 + 科研校企”合作模式，为学校搭建一个可以提供给学生在校实践教学、在企业岗位体验的

学习平台，学生可在校期间也可以去学习和实践。但从项目管理实践课题选题来看，大部分通过查找文

献资料后整理出来的报告，选题与行业参观、岗位实训、创新创业、学科竞赛等实践课程的联系紧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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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内容空洞缺少实际意义，没有得到实际问题当中的选题与实训过程。 

3.3. 教学模式与考核方式发展多元化，但创新与应用能力评价要素不突出 

课程教学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即，一方面老师利用企业项目实践经验，

以图片、视频、文字资料、讲解等方法介绍物流项目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学生进行模拟项目选题与构思，

将课堂讲授提问、学生演示、课堂讨论与教师总结相结合，实现教师引导、学生自主、课堂互动的教学

模式。课程评价体系包含了平时成绩(参与讨论、课程发言等)，实践成绩(项目设计与管理实操技能)以及

期末考试(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三大部分来确定综合评分。但这些教学与评价过程基本以任课教师为主的单

一的模式，缺少行业、企业以及创新创业科创导师等多方的参与和指导，做出来的项目方案内容偏向理

论、单一、空洞，欠缺创新性和实际应用性价值。 

4. 课程改革探索 

本课程改革实施方案如图 1 所示。首先，结合物流类专业课程体系，通过校企共建课程举措，建立

高校与企业资源共享平台，充分保证物流项目的选题、方案设计的依据与背景资料；其次，确定高校导

师与企业导师，经双方分析讨论，合理设置双师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机制；最后，对课程

建设结果进行总结，从课题输出、转化、获奖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不足之处与问题点，对项目方案进

行改进，不断完善课程建设体系。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urriculum reform plan 
图 1. 课程改革实施方案示意图 

4.1. 引入校企双导师制授课体系，推进校企合作课程建设 

在传统的教学内容中减少以高校老师为主导的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部分，应增设物流行业及协会、

地方相关物流企业导师的实践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物流行业、物流企业发展前沿与项目需求、以及如

何把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实际运用于企业项目策划与实施环节中。推进校企合作课程建设，在教学大纲与

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以高校老师为主导、企业导师为辅助的校企双导师制的项目管理课程授课体系。其中，

高校导师可从项目管理课程负责老师、学科竞赛指导老师及社会实践与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等团队组成。

企业导师为从事物流企业的管理与实施、物流项目的策划与设计等职能部门中具有较强的实践经验的专

业团队组成。为保证双师制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实现，双方导师在课程大纲、教学日历、教学内容上进行

充分的讨论，保证课程理论与实践课程的一贯性、有效性。 

4.2. 搭建“多场景实践选题-演练-输出”的授课平台，丰富实践教学模式与方法 

在教学模式上，从“创新”和“应用”两个层面，把项目管理贯穿于行业参观、认识实习、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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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科竞赛等物流专业实践与科创环节，借助校外实训基地获取企业真实需求的项目背景资料，构建

具有双师(高校教师、企业导师)指导、多场景演练(案例展示与讨论、现场调研与演练、Workshop)、多形

式输出(设计方案、学科竞赛、创业孵化)的教学培养模式，从而丰富《物流项目管理》课程传统的教学模

式，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项目管理的实践能力。项目选题可按以下几种方式组织，达到选

题自由化、多样化。1) 可根据大学生科创竞赛中选题，例如日日顺创客训练营、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

赛、浙江省案例大赛等，覆盖范围广、题材丰富；2) 可根据高校导师的科研项目、课程设计选题，协助

教师完成项目策划与设计工作；3) 校外实习与实训企业实际诉求出发，学生自选课题。保证项目选题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前瞻性，有效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企业调研能力及沟通交际能力。在项目策划

与实施阶段，以 4~5 人形成一组，一方面在课程负责老师的讲授下充分掌握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另一方

面在企业导师的引导下，进行项目选题、市场调研，获取企业资料和数据，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与

分析，最终完成设计项目方案书。 

4.3. 构建校企双导师制教学评价体系，提升项目设计与管理实践应用能力 

课程收尾阶段，合理借鉴和引入学科竞赛创新性要素与企业项目应用可行性要素的评审标准，从项

目内容的前瞻性、针对性、实践性、创新性，文本规范性以及成果汇报准备是否充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评。在评价学习效果时，除了平时学习过程、小组演练及期末考核等项目管理课堂表现评价方法外，合

理导入企业导师对成果的评价，设置项目创新点、项目方案可行性、解决企业痛点难易度、后期项目孵

化及成果转化可行性等评价指标要素，提升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中的创新与应用能力。 

5. 结论 

本研究针对《物流项目管理》课程建设，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如何将实践教学环节与项目管理课程

理论有效结合，从而提升物流类专业学生的创新与应用能力目标的视角进行的课程探索和总结。课程建

设期间借助宁波顺丰速运、太平鸟物流等校外实训基地大力推进了校企合作课程建设，优秀企业家进课

堂、顺丰班等多种形式展现并分享了项目策划与开展过程中的实战经验，在学生中获得较好的评价。注

重物流企业与行业的现状调研环节，项目选题真题真做，积极尝试与企业导师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在日

日顺创客训练营、经管类案例大赛中获奖数量不断上升，已经初见成效。本课程改革是以校企深度融合

方式来推进《物流项目管理》课程建设的初步尝试，在运行过程中提升质量与成效、评价与反馈等方面

今后还需继续推进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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