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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是“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综合性课程。

通过分析目前案例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情境认知理论，提出了三方面的案例教学改革路径：优

秀案例编写、教学模式更新、考核和评价机制设计。共享单车案例群的编写与教学实施效果说明，案例

教学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为职业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同时对其它硕士课程的案例教学改革也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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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management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course that combin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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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Master’s degree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and manage-
ment”.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case-based teaching practice, and based on the situa-
tional cognitive theory, three reform paths for case-based teaching are proposed: excellent case 
writing, updating teaching models, and design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e 
writing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of bike-sharing case group demonstrate that case-based 
teaching can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help cultiv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ies in discovering,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It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s of case-based teaching in other mas-
ter’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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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适应国家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各个高校相继开设了“物流工程与管理”全日制专

业学位工程硕士专业，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物流人才。作为专业核心

课之一的“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是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综合类课程。该课程涉及的知识点

广泛，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其中，综合性是指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即综合利用专业理论、方法和技能用来解决实际物流问题；系统性是指课程内容涉及物流管理的基本概

念、系统规划方法、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仿真方法等。以理论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往往偏重理论知识

的传授，而忽视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造成学生只能了解理论知识点本身，却不明白在什么环境

下应用，远不能满足当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因此，如何实现理论性与应用性的有机结合，已

成为当前“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教学改革的关键。 
案例教学最早于 1870 年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率先采用，此后不断发展、完善和推广，在全球范围

内产生了广泛影响[1]。案例教学能够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灵活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

实践能力，在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决

策和实践能力。《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全日制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

[2]。在教育部相关文件指导下，案例教学已经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重要教学模

式[3]。因此，对“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的案例教学进行研究，有利于培养和提高“物流工程与管理”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从而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物流专业人才。 

2. “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案例教学现状分析 

案例教学是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重要手段[4]。在“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的教学实践中已经采用了案例教学法，以提高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但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依然发现案例教学存在以下影响教学质量的典型问题： 
1) 高质量教学案例数量不足，缺乏与物流管理联系密切的实践案例。高质量的教学案例除了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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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时效性和实践性之外，还应该难易适中。在教学实践中，过于简单的案例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达不到锻炼创新思维的目的，影响教学效果；而过于复杂的案例会给学生带来畏难心理，导致学

生无话可说，使学生有较强的挫败感，也不利于案例教学的顺利开展。 
2) 教学案例过于陈旧，内容跟不上物流管理的发展潮流，导致学生无法代入当时的决策情景。案例

教学需要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启发、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带入案例情景，主动参与案例讨论，踊跃

发表见解，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过于陈旧的案例无法引

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压制了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教学质量。 
3) 目前案例教学所使用的案例主要是涉及单个知识点，缺少能将多个知识点相关联的综合案例。“物

流管理建模和优化”的教学案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物流实践，不能满足“物流工程与

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的教学需要。 

3. “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案例教学改革路径 

基于本课程特点和案例教学现状，以情景认知理论为基础，从以下三方面对“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

课程进行案例教学改革。 

3.1. 优秀案例编写 

优秀案例的编写是成功开展案例教学的前提和保障。教师应根据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目标，以

及学生的专业背景和知识储备，编写贴近学生生活的高质量教学案例，确保案例可以得到学生的共鸣。

案例的编写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采用先易后难，顺序渐进的编写理念，合理分配

案例所涉及的知识点。此外，案例编写还需要注重趣味性，尽量使用生动的语言进行案例内容描述，以

增加案例的可读性和趣味性[5]。值得强调的是，从教师参与的科研活动和研究课题中提炼出来的真实案

例，更容易实现理论知识和实际场景的融合，可以更好的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3.2. 教学模式更新 

“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在传统理论授课的基础上，考虑到专业学位硕士课程的特点和学生的知识

基础，增加与课程内容密切联系的一系列案例，采用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相结合的混合授课模式。其中

案例教学是核心，理论讲授作为案例教学的有效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提前了解学生的

专业背景和基础知识，合理设计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的知识点分配。对部分重要且生涩难懂的理论内容，

应采用课堂讲授模式，给学生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而理论应用部分则适用案例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增

加课程的趣味性，还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通过教学模式更新，将以前

单一的理论讲授模式，转变为“理论讲授 + 案例教学 + 课后巩固”的闭环授课模式，以达到最佳学习

效果，从而提升教学质量。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主动利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从

而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教师变“知识灌输者”为“学习引导者”，学生变“要我学”为“我

要学”。逐渐将“课堂为中心、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上来，实

现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实践人才培养同步发展。 

3.3. 考核和评价机制设计 

考核和评价机制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教学效果。围绕案例教学的基本特点和全日制专业学

位硕士课程的培养目标，设计新的课程考核和评价机制，其中如何评判学生的案例学习效果，是考核和

评价机制设计的关键。良好的评价机制，应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等方面入手，综合

考核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自主学习情况、小组讨论和课堂讨论参与情况、书面和口头汇报情况等，使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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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更加全面和客观。通过考核和评价机制的改进，使最终成绩能更好地反应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

识的综合能力，同时有助于提高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与成就感。 

4. 共享单车案例群编写与教学实施 

4.1. 共享单车案例群设计 

要改善现有案例教学中存在的案例零散、实践性不强、适用领域单一等问题，要把教学案例建设当

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6]。编写的教学案例应体现物流活动的范围广泛、要素庞杂的特点，并力求涉及

专业课程中的主要理论、方法和知识点。在案例中会提出问题，但不会明确给出解决方法，让学生利用

所学知识独立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低碳、环保的短途出行方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缓解交通拥堵、构建绿色

出行体系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基于共享单车在使用中产生的大量真实客户数据，编写 3 篇适合“物流

管理建模和优化”的综合教学案例。该些案例是从教师主持的研究课题中提炼出来的热点问题，能真实

反映市场需求和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数据翔实，内容真实、生动，容易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和

参与案例学习的积极性。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身临其境，与企业共同应对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勇

于面对挑战的奋斗精神，并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本案例群属于决策型案例，侧重量化分析，涉

及需求预测、选址问题和车辆路径问题等关键知识点。 

4.2. 共享单车案例群主要内容与知识点 

传统案例只是停留在理论知识的简单应用层面，学生只能了解某理论的应用，不明白为什么应用，

在什么业务环境下应用，会造成案例教学与企业实践的脱节。因此，为培养具有创新性、实践性的高层

次物流专业人才，共享单车教学案例群的主要内容及涉及的主要知识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Main content and knowledge points of the bike-sharing case group 
表 1. 共享单车案例群主要内容与知识点 

案例编号 案例主要内容 主要知识点 

1 
基于共享单车用户实际出行数据，提取用户出行特征，从日出行、周出

行、出行空间密度分布等角度，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日常出行习惯及需

求情况。 

数据收集与整理、聚类方

法、需求分析与预测、大

数据分析等。 

2 

讨论共享单车停放点选址问题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一系列合理假设。在

合理预测需求量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共享单车站点建设数量、覆盖率、

共享单车数量等因素，使得整体费用达到最小化的同时使得共享单车系

统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 

问题假设与模型构建、线

性规划模型、覆盖选址模

型、P-中值选址模型等。 

3 
无桩单车随取随停的特点，必然会带来不平衡问题，加大单车投放量只

能延缓不平衡的出现，而不能消除不平衡。将大数据技术与运筹优化算

法相结合，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共享单车重平衡问题。 

车辆路径规划模型、混合

整数规划模型、模拟仿真

方法、启发式算法等。 

4.3. 共享单车案例群教学实施方案 

一般而言，案例教学分为三个环节：课前准备、课堂讨论和课后总结[7]。课堂讨论是共享单车案例

群教学实施的核心环节，其效果取决于教师和学生课前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和课后的总结。 
1) 课前准备。学生提前阅读案例内容，熟悉相关背景和资料，教师针对案例讨论的方式做出整体谋

划。课前的精心准备是案例教学能够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 
2) 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强调学生自学与互学，学生始终是案例分析与讨论的主角，教师则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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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指导课堂讨论的主持者、导演者和启发者。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参与课堂讨论，避免案例教学中常

见的“搭便车”行为，共享单车案例群的课堂讨论中实施两种改进方法：第一，通过了解每个学生的学

习风格，为每个学生制定独特的学习计划；第二，学生分组由传统的自由组合或随机组合，改为以学习

风格为导向进行分组，以发挥每个学生的优势，并要求每个分组制订小组协议，大家共同遵守。 
3) 课后总结。教师对课堂讨论的效果以及学生在案例讨论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建议和解决方案进

行归纳总结，对学生在案例讨论中的表现进行点评，对好的方面进行肯定和鼓励，为案例教学的持续改

进与提高提供借鉴。 

4.4. 共享单车案例群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需要一系列与授课内容高度相符，具有典型性、先进性和创新性要求的热点企

业案例作为支撑。共享单车案例群符合这一要求，从而有利于提高“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的教学质量。

学生在完成案例群学习之后，能够熟练掌握线性规划、整数规划、预测理论与方法、选址理论与模型、

车辆路径规划理论与模型等知识点，熟悉 Lingo 和 Cplex 等常见优化求解软件，熟悉聚类算法、贪婪算

法、邻域搜索算法、启发式算法等常用算法。此外，对于模型的求解过程，鼓励学生实现算法并进行源

代码共享，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 
总之，共享单车案例群的教学实施，将基础理论与应用场景相结合，不但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了

物流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而且有效促进了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能力和实践能力，大

幅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从而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紧紧围绕“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积极采用案例

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通过共享单车案例群的编

写、“理论讲授 + 案例教学 + 课后巩固”的教学模式更新、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的设计，将解决实际

问题所需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贯穿于案例编写和教学实施的全过程中，更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未来，将继续关注物流管理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不断改进和完善“物流管理建模和优化”课程的

案例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考核评价机制，以培养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层次物流专业人才。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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