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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背景下民族地区
《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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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改革以“1+X”证书制度实施为契机，旨

在使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紧扣行业发展实际，缓解结构性就业矛

盾。本文在调研南疆地区物流产业人才需求的基础上，以喀什

职业技术学院《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改革为例，研究了 1+X

证书背景下民族地区《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改革的模式和路

径，希望为民族地区 1+X 课证融合课程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物流 1+X；课程改革；仓储与配送实务；民族

地区

一、综述

《仓储与配送实务》是中职新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中的核

心课程，是培养仓储一线工作人员、作业班组负责人、部门主

管及业务经理等仓储配送人才的必修技能课程，仓储管理和配

送管理模块是物流管理“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技能模块

之一。

我国民族地区由于部分院校实训条件或“双师”型师资队

伍缺乏等原因，导致该课程在教学方面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学模式较单一

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学主要由教师通过教授、板

书及教学媒体的辅助，将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或灌输给学生。

在以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被动学习限制

了学习潜能的挖掘，导致整体教学效果较差。

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虽已采用项目

化、任务化教学，但缺乏实训条件，仍摆脱不了“填鸭式”教

学模式。

（二）民族地区学生国语水平较低，影响专业课程知识的

习得

在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普遍薄弱，学生国语水平较低，

表现在口语表达不流畅，书面表达不顺畅，对部分物流术语不

理解。虽然学生前期已系统学习了《现代物流基础》《货物知

识》等课程。但学生因国语问题导致专业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

影响《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的学习。

（三）缺乏实训或实训环节较少

由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化，民族地区相对我国中东部的

教学资源较少。表现在“双师“素质教师不足，高质量合作企

业较少，实训条件不足。《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应开的实训

环节较少，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内容设计

（一）融入物流“1+X”设计课程内容

物流管理“1+X”证书包括初级、中级与高级，相对应物

流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及在仓储方面的就业岗位见图 1。

图 1　物流“1+X”等级证书对应的能力与岗位

结合物流管理“1+X”证书的要求与南疆地区物流企业发

展对复合型物流服务与管理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将物流管理

“1+X”证书（初级）的仓储与配送模块的考试要求，融入到《仓

储与配送实务》中，优化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仓储与配送实

务》课程标准。

根据该课程特点，在教学中实施“项目化教学、工作过程

导向”的教学模式，按照“工作领域——工作任务——知识领

域——知识目标——技能目标”模块，将对应知识点和技能点

逐一梳理。

对仓储出入库作业、配送等项目，以某一物流业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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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为依托，设计工作任务，在完成工作任务中学习相关知识

和技能，实施工作过程导向式教学；对叉车驾驶与维护、手持

终端等信息技术应用等技能操作型任务设计技能操作要求，实

施行动导向式教学。

（二）突出技能培养设计课程实训

开发基于“1+X”技能考核的物流储配方案实施实训课程，

编写实训课程指导书。以“1+X”实践考核样题为基本依据，设

计综合化实践项目，保证实践项目在完成“1+X”技能考核知识

技能点的同时，完成仓储、配送、流通加工等项目的技能训练。

如表 1 所示设计了进货与储存项目的实训项目，并融入

“1+X”实操考核任务。录制相关技能点操作过程微课视频，

为实训老师实践教学提供参考，为学生实训提供操作标准。其

次以物流技能提升社团活动为第二课堂，辅助老师进行技能训

练指导。

表 1　课程实训设计

项目 任务 微课 / 视频 实训指导书

项目 1 进货与储存

任务 1 进货

111 进货作业流程 A111 商品进货作业

112 进货作业准备 A112 商品周转率 ABC 分析

113 储存策略

114 储存策略优缺点对比

115 储位确定的原则

任务 2 入库验收 121 入库验收 B121 入库验收作业

任务 3 托盘及货位编码

131 托盘货物的码托 C131 托盘码货图设计

132 长方体货物码托 C132 托盘条码设计与制作

133 储位编码的方法 C133 储位条码设计与制作

134 托盘编码方法

任务 4 入库储存

141 商品验收的标准和比例 D141 入库上架作业

142 验收内容

143 验收货物数量

144 商品的重量验收

145 商品质量的验收

（三）注重立德树人设计课程思政。

以《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为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

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服务意识、

团队协作、环境保护、工匠精神、文化自信等角度，从知识学

习、单人操作、团队操作三方面考虑课程思政设计思路（如表

2 所示）。

表 2　《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序号 章节 思政内容 思政目标

1 仓 储 概 念、 仓

储 管 理 制 度、

配送概念

古代先秦仓储的形

成、 宋 代 国 家 粮 食

仓 储 管 理、 古 代 驿

站与邮传

古 人 智 慧、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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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 慧 仓 储、 智

能快递柜

观 看《 厉 害 了， 我

的国》、“智慧中国”

等与仓储有关的成

就。

国家自豪感、

爱国意识

3 仓储设施与设

备、货物堆码、

验 收、 上 架、

盘 点、 订 单 处

理……

现 场 操 作、 技 能 比

武

精 益 求 精、

工匠精神

4 入 库 作 业、 出

库 作 业、 配 送

组织……

项 目 分 配、 角 色 扮

演

各 司 其 职、

团队协作

三、注重民族地区特点设计教学模式

（一）制定“国语 + 技能”的课程教学目 标

在西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普遍薄弱，其中最为突

出的问题是民族地区中小学辍学率高、升学率低。其次是学生

的国语不流畅不标准，不能用准确的语言表情达意。

随着近几年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民族教育政策，民族地区教

育在教师引进、教学资源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在行业企业需求

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少数民族为主，国家

通用语言教育是人才培养基础的特点，在前面课程实训设计的

基础上，确定“国语 + 技能”的课程教学目标。

结合 MHK 课程沟通交流能力的要求，以职场交流沟通常

用场景设计交流沟通环节，以情景模拟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在处

理仓储配送业务中的职场沟通与交流能力，全面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如表 3 所示）。

表 3　职场沟通场景与技巧

序号 职场沟通与交流场景 沟通技巧

1 物 流 客

户服务

客户接待 礼貌热情、态度诚恳

与客户洽谈合同 业务熟练、具体明确

客户回访 热心服务、收集问题

客户投诉 耐心倾听、及时处理

2 与 上 级

沟通

向上级汇报工作 条理清晰、简单明了

请教工作问题 问题明确、表达清楚

3 与 同 事

沟通

交接工作 进度明确、责任明确

合作完成工作任务 告知进度、请求协作

传达上级分配任务 有理有据、明确任务

（二）根据学生的国语水平实施分层教学

考虑到我校物流专业学生的学情，根据学生国家通用语言

的水平进行 A、B、C 不同层次的分级教学从而达到因材施教。

主要做法是，A 班学生国语水平高，有较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在完成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公共基础课程的学习后，就可安排学

习专业课程；B 班学生国语水平中等，在接受一学年的公共基

础课学习后，方可学习专业课程；C 班学生国语较差，在第二

学年第二学期才可接受专业基础课的学习。

四、实施效果

通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有了很

大提升。学生 MHK 通过率比上一级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学

生在 2021 年第一次参加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就获得了全区第

三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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