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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物流》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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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子商务物流》在物流管理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融电子商务与物流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一体

面向大一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思政的贯穿对学生学习与电子商务物流相关内容能起到更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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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例情况概述

《电子商务物流》是物流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对

学生掌握专业核心知识，培养专业核心能力，提高专业核心竞争

力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专业人才培养中起到关键作用，本课程主

要学习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前沿动态。

《电子商务物流》课程中第六单元——电子商务物流信息管

理在电子商务物流中的应用相关知识点融合了较为多元的科技创

新点，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及学科层面给学生系统介绍科技兴国，

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物流发展带来的民族自豪感、荣誉感，进而

激发学生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二、课程思政的思路

本单元主要介绍条形码、EDI、RFID 和自动跟踪技术在电子

商务物流中的应用，主要教学知识点有介绍常见的电子商务物流

信息技术、新兴的电子商务物流技术。

课程思政的思路：

（1）自动跟踪技术目前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及创新

高度的有力典型，本章的落脚点是以 RFID、全球定位系统中的

GPS、中国“北斗”系统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电子商务物流方面

的应用。在介绍以上技术的内涵及特点之前，首先给学生介绍目

前我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现状，全球范围内研究领先的国家

目前的现状，然后引入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建设北斗导航系统的案

例来说明在高精尖领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技术封锁特别是

高端技术领域在现今仍然存在，这就给我国很多行业在“走出去”

这一步加设了难度，最后引导学生讨论科技兴国的重要性，中国

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一定话语权是需要怎样去做，作为一名

大学生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科技兴盛添砖加瓦。

（2）讲述了条形码、RFID 和定位系统等技术的特点后，为

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采用主题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通

过线上平台参与讨论，从 RFID、卫星定位系统的应用场景出发，

引导学生明确相关技术的“能”与“不能”，要树立人文主义情怀，

坚持自己的技术操守与道德底线，明白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关键在于用剑的人，莫要利用技术危害社会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让学生意识到“技术向善”的基本操守和的道德底线。采用案例

分析法，结合卫星定位系统技术的应用场景案例，让学生意识到“技

术让生活更美好”，更坚定“努力学习掌握核心技术”的理想信念。 

三、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手段

视频播放：介绍电子商务流信息技术国内外研究现状时给学

生播放剪辑视频，目的是让学生对于电商物流相关信息技术的发

展现状有一定了解，清楚现阶段我国处于一个什么层次。

课堂讨论：针对新兴的物流信息技术在电子商务物流中的各

项应用话题展开，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将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做生活的有心人，不断补充完善自身对新兴物流信息技术的了解

及掌握。

（二）教学内容

1. 教学内容设计思路

《电子商务物流》在物流管理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融电子商务与物流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一体

面向大一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

够系统的了解电子商务物流的基本知识，了解电子商务物流领域

的最新动态，掌握电子商务物流的运作模式和新兴信息技术，以

及电子商务物流服务领域的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爱

岗敬业，理解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的责任和使命，并愿意为之付出

自己的努力。

物流信息技术在电子商务物流中的应用是《电子商务物流》

中关于电子商务物流信息技术的前沿介绍，对于学生了解学科技

术前沿尤为重要。其中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发历程，充满中国

人民不畏艰难险阻、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同时也启

发了同学们“核心技术只有自己掌握才有话语权”的现实。 

2. 课程思政设计内容设计案例

笔者以《电子商务物流》课程中“电子商务物流信息管理”

教学内容单元为例，将专业知识与思政理论知识、爱国主义教育、

职业素质培养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详见表 1.

表 1　“电子商务物流信息管理”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

环节

呈现内容 时间 专业内容设计 思政教育设计 学生活动

课 程 回

顾

在先导课程《物流学》

中同学们了解一些基

本的物流信息技术，

大家可以做份检测回

顾一下

4 分钟

简要回顾《物流学》中了解到的

一些基本的物流信息技术，比如

条形码、EDI 等

结合对物流信息技术的基本了解，强调

对待新兴事物要用发展眼光看问题，并

引申明确时代社会的与时俱进

（1）跟随老师的思路回

顾前面所学的知识点，

并加以巩固（2）引导学

生用发展眼光看问题，

学会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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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引

入

电子商物流信息技术

管理
6 分钟

重点介绍 RFID 技术、信息追踪

定位技术以及物流智能终端技

术，讨论上述技术在电子商务物

流管理中的重要性

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要会区分主要矛盾和

次要矛盾，抓主要矛盾

了 解 RFID 技 术、 信 息

追踪定位技术及物流智

能终端技术在信息技术

领域哪些是基本的信息

技术那些事新兴的物流

信息技术

传授新

知识

RFID 技术 10 分钟

通过图片展示、讲解介绍 RFID

技术原理；

互动环节：在物流领域，特别是

电子商务物流信息技术领 RFID

技术应用场景有哪些？请同学们

积极参与讨论

从 RFID、卫星定位系统的应用场景出发，

引导学生明确相关技术的“能”与“不能”，

要树立人文主义情怀，坚持自己的技术

操守与道德底线，明白技术是一把“双

刃剑”，关键在于用剑的人，莫要利用

技术危害社会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让

学生意识到“技术向善”的基本操守和

的道德底线。

讲述了条形码、RFID 和

定位系统等技术的特点

后，为加深学生对相关

知识点的理解采用主题

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

通过线上平台参与讨论

信息追踪定位技术 40 分钟

通过视频教学介绍目前全球四大

主流的信息追踪定位系统及各自

特点；案例分享我国“北斗”导

航系统研发历程及最后成功完成

交付。互动环节提问：从上述案

例中你能学到什么？

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发案例，说

明了 中国人民不畏艰难险阻、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同时也启发了同

学们“核心技术只有自己掌握才有话语

权”的现实。

引导学生上升到精神层

面：中国要强，人民生

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

技，必须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

更生、自主创新。

物流智能终端技术 15 分钟

通过展示图片引导启发学生了解

目前物流智能终端技术主要有哪

些？互动环节提问：同学们目前

我们物流终端有哪些智能设备是

你们在生活中见过的呢？ 

学会用发展的思维、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灌输学生培养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职业习惯，爱

岗 敬 业， 理 解 电 商 物

流从业人员的责任和使

命，并愿意为之付出自

己的努力。

课堂总

结
本次课堂小结 5 分钟

总结本次授课内容并布置课后作

业：预习大数据技术在电子商务

物流中的作用 

引导学生做好课后巩固

及预习新课的内容

（三）教学过程

电子商务物流信息管理的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详见表 1.

四、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一）价值塑造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

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这个例子启示我们，只有

符合“思政”“专业”要求，才能使思政教育如盐在肴、化于无形，

在知识传授中寓意价值塑造，在理想信念传播中丰富知识传授。

在《电子商务物流管理》课程中，信息技术在电子商务物流

中的应用这一知识点对于塑造学生的价值很有必要，采用案例分

析法，结合卫星定位系统技术的应用场景案例，让学生意识到“技

术让生活更美好”，更坚定“努力学习掌握核心技术”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引领

本单元融入课程思政能激发学生创新进取、努力突破自我。

目前国际大环境下对于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非凡，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尤为突出，科技引领未来。在以上背景下，

自动跟踪技术目前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及创新高度的有力

典型。

（三）对专业知识的促进

将物流信息技术的介绍结合课程思政，能更好的帮助学生对

专业知识的掌握以及喜爱，犹如上篇提到的课程思政是“盐”，

物流信息技术知识是“佳肴”，“佳肴”只有放入“盐”才能更

加美味，回味无穷。本单元融入创新是民族之魂，爱国等思政元素，

辩证的哲学思维，对学生理解 RFID 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现代物

流终端智能技术等有良性的促进作用。

（四）教学效果反馈

1. 明确了课程的价值目标，提高了育人效果。把电子商务物

流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到了有思想、有深度、有立场的层次，对

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积极的教育作

用。

2. 从知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价值与立场这三个维度，组

织课堂教学和课下阅读，同步实现价值塑造、思想引领、能力培

养与知识传授四位一体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接地气，课堂互动

感强，学生参与度高。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 大班上课课堂节奏掌握有待提高，经验不足；

2. 加大对学生课后阅读的指导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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