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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课程体系构建
——以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王晓乐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61）

摘要：在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课程体系构建

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本文以工作过程导向理论为基础，利用

调查问卷的方法归纳当前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现状，

并对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融入工作过程导向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筛选出高职院

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的构成要素，将要素与工作过程导向理

论进行整合，构建出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模式，旨在

为职业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探索新的途径，促进职业院校

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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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动脉基础作用，是促进经济的各大部

门构成有机整体的力量来源，其发展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和现代化程度的衡量水平之一。当下，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其对经济的贡献逐渐增大，从而也在推动着物流业快速发展。据前

瞻产业研究院初步估计，2021-2026 年我国快递产业业务收入将以

10% 左右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越

来越突出。近十几年来，高职院校的物流管理专业发展迅猛，就业

与招生态势较为明朗，但是仍存在着物流专业人才与社会需求相脱

节、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速度慢等问题。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众多，

但是最为关键的原因是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缺乏创新，

学生缺乏对专业实践的认知，学生的职业素养难以满足社会与企业

的要求。鉴于此，本文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出发，

以工作过程导向理论为基础，结合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培养

的实际情况，对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对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建设进行研

究，符合职业院校教育发展规律，不仅有利于解决高职院校物流

课程存在的问题，还有利于提高其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物

流管理人才。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工作过程导向理论在职业院校物

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筛选出工作过程导向的主要构成要素，结合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

业发展现状构建了课程设计模式，并进行了应用分析，最后提出

了相关建议和思考。

一、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内涵

20 世纪 90 年代，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模式首次由德国不

莱梅大学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院提出，之后广泛应用于德国的职

业教育，21 世纪初逐步引入到我国，目前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界

构建课程体系的有效工具。运用工作过程对课程进行设计，适用

于不同的职业群，因为稳定的工作过程是构成职业的程序。工作

过程导向课程是以不同工作任务为载体，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职

业教育特征，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将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进行整合，加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互通融合。一些学者以工

作过程导向课程概念为基础，也进一步创新性地提出了典型工作

任务、学习领域、学习情境等衍生概念。但总体而言，都具有共

同的特征：以工作任务为内容，注重过程的完整性；以真实性为

目的，提倡课程的情境化学习；以行动导向为原则，强调实践动

手能力；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合作学习；以开放性为导向，注重

课程评价的多元化。当前，课程体系设计亟需打破传统模式，以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设计更符合社会市场的需求，已在职业教

育领域得到广泛的关注与应用。

二、课程设计的需求分析

（一）调查内容设计

依据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内涵，为调查工作过程导向理论对

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设计

了两种调查问卷（学生版和企业版），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核心

基础在于三个维度：专业、方法和社会能力。由此，本文在进行

调查问卷设计时，重点围绕这三维度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

把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理论恰当的运用到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

程体系的构建中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采集

本文问卷调查样本分为学生版（问卷一）和企业版（问卷二）。

问卷一是以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的物流管理专业的毕业实习期学生

和毕业生作为调查样本。问卷二的样本类型是从事物流业务的相

关企业如德邦物流、中哈国际物流基地、京东物流等主管负责人。

本文采取网络发放和现场发放兼备的数据采集方式，共收回问卷

224 份，其中有效 219 份，回收整体问卷的有效率为 96%。

（三）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问 卷 一 被 调 查 者 中 就 业 学 生 和 实 习 学 生 分 别 占 36.1% 和

63.9%。问卷二被调查者的单位规模中，1-20 人企业、20-50 人

企业、50-100 人企业、100 人以上企业分别占 11.76%、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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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67.65%。大部分被调查的物流企业中是物流管理专业出身

的员工所占比例不足 25%，而物流科班出身的员超过 75% 的企业

仅占 8.82%。可以看出，物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物流企业中科

班出身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并不多；高职院校物流专业人才培养

的数量提升的同时，物流企业中专业院校培养的物流人才比重并

不大，高职院校向物流企业输送人才的成功率较低。

三、课程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问卷一中认为在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中所掌握的知识

能满足未来工作任务的初步需求的被调查这只占 6.71%，基本满

足占 36.94%，而不能满足占到 56.35%。对基于工作过程导向课

程内涵的调查中对被调查者进行直接提问，“您认为所学专业课

程内容与实际工作任务联系紧密吗？”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在

校学习的知识技能与目前的工作任务毫无相关的被调查者仍占到

16.17%。

问卷二中“您认为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学校课程中学到

的知识是否能够满足贵单位的需求？”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

课程中所掌握的知识能满足未来工作任务的初步需求物流企业

只占 20.59%，认为基本满足的占 47.06%，而认为不能满足的占

32.35%。“您认为工作过程导向是否符合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

业发展方向？”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不符合高

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发展方向的物流企业只占到 4.71%。“您认

为在进行课程设计时以工作过程导向能否提升学生未来的社会能

力？”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工作过程导向能提升高职院校物流

管理专业学生未来的社会能力的物流企业只占到 2.94%。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得出工作过程导向理论在高职院校物流

管理专业课程设计中的必要性：首先，当前高职院校物流管理课

程体系设计存在着与社会需求不符的问题。其次，在高职院校物

流管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并不能有效服务未来的工作岗位。最后，

将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理论运用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设计中显得较为迫切。

（二）可行性分析

以工作过程导向理论为基础，结合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调

查分析，依照三维度划分三种能力，选取 20 门课程并进行分类，

调查问卷中设计表格题的目的就在于挖掘工作过程导向在高职院

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中运用的可行性。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发

对其可行性进行评价，其步骤如下：第一步，确定被评价对象 M

的指标体系 R={r1，r2，r3，…，rn}；第二步，建立评价因素权重

矩阵 X={x1，x2，x3，…，xn}；第三步，建立评价对象集合 Y={y1，

y2，y3，…，yn}；第四步，对指标体系的各评价因素进行打分；第

五步，依照打分情况建立模糊评判矩阵 W=（wij）；第六步，计算

各评价对象矩阵；第七步，综合评价计算结果。

将选取的 20 门代表性的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按照三

维度所属能力分类制成问卷二中的表格题，按照专业、方法和社

会三种能力设为第一级评价因素集合 R={r1，r2，r3}，其权重设为

X=[X，Y，Z]，对工作过程导向理论运用到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

课程的认同度分为“认同”“比较认同”和“不认同”，分别对应 3、

2 和 1 的赋分。

利用 SPSS 22.0 软件，录入本研究根据 34 份来自物流相关企

业如德邦物流、京东物流等负责人，确定被评价对象因素权重。

计算三种能力分别对应的权重数值，将其作为因素权重。

依照问卷一中表格题的调查结果，将 20 门课程分别划分在工

作过程导向的专业、方法和社会的能力中，设 [x11，x12，…x1x]、

[y11，y12，…y1y]、[z11，z12，…z1z] 为第二级评价集合。第二级评级

指标权重（是否认同工作过程导向运用到课程中会产生显著效果）

设为 [1/x，1/x，…1/x]、[1/y，1/y，1/y…]、[1/z，1/z，1/z…]。

依照问卷一中表格题的调查结果，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

到评价指标的隶属度，采用加权平均原则进行评价。

依据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的结果，对工作过程导向理论运用

到课程设计的可行性分析如下：首先，工作过程导向理论适用于

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其次，方法能力在高职院

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中的重要性最高，其得分值（0.379）

在三种能力中为最高。最后，工作过程导向理论运用到《仓储与

配送管理》《运输管理实务》及《货物学基础》三门课程的效果

最为显著，其得分均超过 0.60。

四、课程设计模式的构建

（一）模式构建的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结合高职院校物流管理课程的调查现状，

将“工作过程导向理论应用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的

必要性”“工作过程导向理论适用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

设计”“方法能力在高职院校物流管理课程设计中的最重要地位”

三个结论性观点作为模型构建的依据，同时将工作过程导向理论

的三维度作为课程设计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针对工程过

程导向的课程设计模式应注意的问题，以及相关学者提出的课程

工作流程开放思路，去掉与本文无关的项目教学法等内容。

（二）工作岗位与典型工作任务分析

由于涉及物流的相关企业都有可能成为未来高职院校物流管

理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所以就业和择业范围较为广泛。以工作

过程导向理论进行课程设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

在进行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时，需对物流管理专业的实际

工作流程与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才能设计出有明确工作方向

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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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有明确的分工作业和工作流程是将典型工作任务有效嵌

入物流管理专业课程的前提，因此在进行课程体系设计时，不仅

要重视将工作任务分析的结果作为课程体系设计的内容，还要重

视理论与实践教学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咨询物

流行业专家和物流管理教学专家，描述和筛选当前物流管理课程

体系设计中涉及的任务和后期相关信息，并根据高职院校的人才

培养计划构建课程设计模式。为了对调查信息有一个全面、系统

的分析，运用工作岗位和任务构建课程设计模式时，应把握好以

下几个要点：首先，课程设计模式需符合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

学生的认知要求。其次，课程设计模式需融合未来社会的需求以

及行为模式。最后，学生的物流管理专业活动系统（工作岗位与

典型工作任务分析）需在工作过程导向课程下得以建立。

（三）模式的构建

1. 模式表述

根据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理论的内涵、高职院校实际应用物流

管理专业的调查现状和课程开发思路，构建包括两个主要系统和

四个子系统组成的课程设计模式。

2. 模式的构成要素

（1）主系统

模式的主系统包括“工作过程导向主系统”和“高职院校物

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两部分。“工作过程导向主系统”主要包

括基于三维度的物流业调研和课程设计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通

过“高职院校物流管理课程”主系统，行动领域转化为学习领域，

由学习领域和课程内容设计组成。

（2）子系统

首先，典型的工作任务子系统在整个工作过程导向的物流管

理专业课程设计模式中起着指导作用。当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

学生通过学习专业知识了解未来的就业方向时，就会依据典型的

工作任务子系统。物流管的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是对物流相关企业

的工作形式和内容进行最典型的模拟，它还显示了其在整个工作

过程中的功能和意义。由于物流管理专业的工作不同，任务也不

尽相同，通过模拟未来的工作任务以达到预期胜任岗位的效果。

其次，学习领域子系统是物流管理专业行动模式转换为学习

领域的内在途径。在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过程子系统下，通

过对物流管理专业课程学习领域的了解，职业院校物流管理专业

的学生可以实现对专业工作任务的理解，可以独立处理一些问题

场景，最终有能力胜任物流管理和相关专业。物流管理专业课程

学习领域也是由物流管理专业课程的知识内容组成，但实际上它

与传统学科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若干个“情景教学”组

成了学习领域。

最后，课程内容设计子系统是模型中最重要的子系统，基于

工作过程导向理论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设计，值得关注

的是三维能力中的方法能力。方法能力中的代表性课程内容和选

项是“物流管理工作过程模拟”“物流管理工作过程目的”和“物

流管理工作过程问题”这三个因素最能代表职业院校物流管理专

业课程设计模式的特点，面向工作过程，因此它是工作过程导向

课程内容设计子系统的关键部分。

3. 课程模式的作用机理

“工作过程指导系统”“职业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二者缺一不可。另外“职业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也不能

减少，该模型可以将工作过程导向理论应用于任何专业课程设计。

最后，“学习领域子系统”利用物流管理专业的学习和知识

能力需求分析，为课程内容设计奠定基础。

“课程内容设计子系统”是整个模型的精髓，对工作过程取

向理论中“方法能力”的评价是职业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

中最重要的。

五、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首先，工作过程导向理论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相符合，适用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设计。其次，

高职院校学生和物流相关企业更关注工作过程导向理论中的方法

能力。最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的途径依托工作过

大导向理论实现拓宽。

（二）研究局限

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工作过程导向理论运用到高职院校物

流管理专业课程设计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中的一些内

容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最后，希望本研究能对高职院校

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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