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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体系是教学运行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目标落地的重要途径。交通运输专升本对口专业来源多，为促

进专本课程体系的有效衔接，南宁学院交通运输专升本专业在课程体系构建及课程教学改革中，通过课

程比对、分解培养目标、课堂教学改革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提升了交通运输专业专升本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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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operation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There are many sources of corresponding majors in transportation from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6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67
https://www.hanspub.org/


吴云月 等 
 

 

DOI: 10.12677/ae.2024.143467 936 教育进展 
 

junior college to undergraduate colle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the curri-
culum system, Nanning University has made a lot of explorations in the course system construc-
tion and course teaching reform, such as course comparison, decomposi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which has improved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ransportation from 
junior college to undergraduat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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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2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扩大专升本规模。2 月 28 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公

布 2020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同比增加 32.2 万人。根据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5009 号

建议的答复》中，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规模 64.2 万人[1]。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全国高职类院校

高职毕业生毕业后选择通过专升本继续深造的学生数量增加，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据相关调查显示，

高职院校学生对于专升本有较大的需求，在数量上有接近一半的学生希望能够专升本[3]。目前，中职到

高职的通道已经全面打通，而高职至本科层次的学历晋升仍在铺开阶段，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升本”

教育满足了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缓解了专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实现了大专学生继续

深造的愿望，顺应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理念的发展要求。 
交通运输专升本的生源来自于各相关专业，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空中

乘务、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港口与航运管理、高速铁路客运乘务、国际邮轮乘务管理等，其各自的侧

重点有所不同，涉及的业务包括货运、客运、交通运营等多种业务内容，学科基础各有偏颇，但不够全

面，因此，交通运输专升本学生升入本科后，在专业课的学习上就会比较吃力。同时，专升本学生自身

的特点与普招大学生也有区别，主要体现在专业情感、自主学习能力、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班级文化等

方面[4]。那么如何解决交通运输专业专升本课程体系衔接，如何让专升本学生更好地学习，提升培养质

量，成为交通运输专业专升本教育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南宁学院交通运输专业专升本教育积

极开展课程体系构建和教学改革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 开展专科本科专业课程对比研究 

专升本课程设置不应照搬本科课程，应表现出高职教育的延伸和深化[5]。因此，南宁学院交通运输

学院交通运输专业对专升本生源学校的专科课程体系进行了整理，并与教育部发布的教学质量标准进行

了一一对照(表 1)，通过比对发现，专科课程体系中，按教学质量要求需开设专业课程中，大部分专科专

业未开设的核心课程非常多，而这些课程也是本科阶段专升本学生重点学习的内容。因此，这些课程也

成为了课程体系构建重点考虑的部分。 

3. 分解人才培养目标 

按照学校“应用型、开放式、新体验”的办学理念，学院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专业与课程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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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重心，重点分析交通运输、汽车服务工程、物流工程三个专业的教学质量

标准和课程教学要求，开展课程体系知识结构的分析。学校以培养“‘做人有品格、就业有本领、创业

有能力、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培养总目标要求。

专业培养目标的设置通过如下方式落实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表 2)：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curriculum between the specialty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表 1. 交通运输专升本专业专科与本科课程设置对比 

来源专业 专科阶段所学专业课程 
按教学质量要求

交通运输需开设

专业基础课程 

按教学质量要求交通运输

需开设专业必修课 

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汽车文化、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电气系统检修、汽车维护与

保养、汽车服务礼仪、汽车机械制图与金工、汽车发动

机控制技术、汽车故障诊断技术、汽车空调系统检修技

术、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检修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维修综合实训、汽车性能与检测、汽车钣金及喷涂

技术、汽车美容技术、汽车维修接待 

工程制图、土木

测量、机械基

础、传热学基

础、工程材料、

电工电子、计算

机应用技术、信

息及自动化控

制、通信导航、

运筹优化、技术

经济分析 

交通运输专业核心知识：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载运

工具理论与技术设备、交通

运输系统规划、港站枢纽规

划与设计、旅客运营组织、

货物运营组织、运营调度指

挥以及交通运输政策法规、

交通运输商务、交通运输经

济、交通运输安全、现代物

流和综合运输 
交通工程专业核心知识：交

通系统分析、规划与设计、

交通组织及交通运营管理、

交通分析理论、交通工程导

论、交通规划、交通设计、

交通管理与控制、交通安

全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核心知识：交通设备结构、

交通信息检测、数据分析、

系统研发与集成、交通管理

与控制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管理学基础、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

机电设备、城市轨道机车车辆、轨道交通信号与通信设

备运用、高速铁路运输组织、电工电子技术、城轨交通

客运专业英语、PLC 基础及应用、城轨交通客运服务礼

仪、客运心理学、行车组织、客运组织、客运服务标准、

交通票务组织、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 

空中乘务 

客舱服务程序模拟、紧急安全救护、航空安全管理、航

空法、民航概论、化妆及形象塑造、基础形体训练、民

航服务礼仪及训练、民航旅客运输、民航运输地理、离

港系统、民航旅客地面服务实务、客舱应急设备、民航

危险品运输、体能训练 

民航运输 

民航概论、民航服务礼仪、化妆与形象塑造、民航地面

服务英语、值机与行李运输、民航客票销售、飞机载重

与平衡等、计算机订座系统、民航旅客地面服务、民航

货物运输、民航法律法规、民航运输地理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组织、城市

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礼

仪、化妆与形象塑造 

 
Table 2. Decomposition diagram of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表 2. 人才培养目标分解图 

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 专业培养目标中如何落实 

“做人有品格”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强调本专业毕业生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就业有本领”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强调本专业毕业生能在交通运输相关领域从事规划设计、技术开发与

运用、运行管理、运营组织、教育培训等工作。 

“创业有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强调本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深造有基础”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强调本培养毕业生具备所必需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发展有后劲”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强调本培养毕业生要了解本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和方向，具备较强学习

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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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强核心，重实践”的培养体系 

根据学生报到的院校和专业来看，交通运输专业的专科专业来源繁多，有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空中乘务、民航运输、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港口物流等 16 个专业，基于此种情

况，逐步形成了“强核心，重实践”的培养路径。 
交通运输专升本专业以交通运输系统为立足点，以道路运输和轨道交通为主要应用方向，融入交通

运输类行业标准规范，建立符合 OBE 理念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体现学校应用型办学定位；培养

方案体现了产出导向理念，即根据培养目标制定毕业要求、根据毕业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

经过分析，交通运输专业专升本学生由于来源专业多，集中难度大因此，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将学习重

点放在核心能力的培养上，加大了专业课程的学习，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如交通规划、交通运输安全、

交通运输政策与法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交通运输企业管理、交通港站与枢纽。同时，按照素养实践、

基础实验、模拟实践、实战实践的“四层次”模式(表 3)，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和实践动手能力。 
 

Table 3. “Four-level”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of transportation specialty 
表 3. 交通运输专业“四层次”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序号 层次 模块 依托项目或课程 

1 素养实践 五育实践 

德育实践：军事训练、实验课课程思政、思政课社会实践、公益活动 
科学素养：未来信息化技术、课外科技活动 
体育实践：体育社团活动、体育类竞赛、课外有氧运动、课外体育俱乐部等 
美育实践：花艺、茶道、艺术类创作与展演、“壮族三月三”等传统文化主题活动 
生活技能：写作与沟通训练、生活技能训练、日常劳动、应急处理训练 

2 基础实验 
专业基础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内实验、文献检索课内实验、程序语言设计实训 

学科基础 工程测量课内实验、工程制图课内实验 

3 模拟实践 
专业技术 

专业技术课程实验：交通运营管理实训、交通安全实训、交通控制系统实训 
课程设计(论文)：交通规划课程设计、交通港站与枢纽实训、交通运输设施设计 
认知实习：轨道交通基础设备设施实训、交通运输工程概论课内实验 

学科交叉 交通数据分析综合实践、交通运输企业运营管理实训 

4 实战实践 

创新创业 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实践、实验室开放训练 

综合训练 
综合性实践课程(含实习实训：交通综合实训 
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 
职业岗位能力测试：工程测量实习、交通调查实习 

生产性实践 生产性实践课：交通调查实习 
生产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实习 

5. 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5.1. 产教融合促进学生实践能力提升 

一是主动对接并满足区域地方产业和行业发展需求，瞄准解决学生专业实践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先后调研了广西交控智维发展有限公司等行业企业，为人才培养、实习就业等开拓校企合作渠道。邀请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校外专家、学者为毕业设计选题、答辩献策。 
二是深化与企业合作和交流，推动行业企业进校入课堂，与企业联合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聘请企业导师担任课程任课教师、毕业论文(设计)、毕业实习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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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课堂教学改革 

开展课程课堂教学改革，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学生为中心”，推动混合式、互动式、探究式

教学方法的运用，构建线上线下课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实现课程建设线上资源库。 

5.3. 课程考核改革 

“以产出为导向”推动课程考核改革，注重平时成绩的多样来源(包括课堂练习、互动、小测验、任

务驱动、项目产产出、课堂参与)，考核方式的多元(包括开卷考试、论文写作、项目产出、操作技能、调

查报告、案例分析)，通过课程考核方式的改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42%的课程采

用了非试卷考试的考核方式。 

6. 结语 

专升本教育面临的首要困难就是课程衔接问题，南宁学院交通运输学院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

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非常好的探索，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专科阶段

和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课程要求和教学内容进行比较和分析，是专升本课程体系构建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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