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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作岗位进行“课堂革命”的探索 

——以高职高专“商品学”课程为例 
杨  洲  伍家洁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  400053） 

【摘  要】在新文科视域下，为顺应现代企业对物流管理人才的全方位要求，许多高职学校物流管理专业开设了《商品学》课程，

但多事重理论轻实践，缺少依据物流工作各环节中典型工作流程的分析。本文基于典型工作岗位培养学生技能，从“立

足岗位、重组课程、激活课堂、科学评价”四位一体教学新思路入手开展教学，有利于提高的学生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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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classroom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job 

—— takes the "commodity learning" cours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Abstract】In the new liberal arts vision,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comprehensiv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enterprises for logistics 

management talents, many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logistics management majors opened the "commodity science" course, but 
multiple work heavy theory light practice, lack of the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work process in each link of logistic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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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工作岗位开展“课堂革命”的背景 

1.1  课堂革命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

于“课堂革命”的文章。一些学者指出，“课堂革命”的目的在于
打破知识本位、教师主体、教室局限等缺陷。在教学价值观方面，
“课堂”由知识场向生活场、生命场延伸；从一个学生团体到一个
生活团体、一个精神团体延伸；从班级的发展空间扩展到社区、社
会空间；限制场向无限场、虚拟场跨越；教育的目的由知识、技能
向人格修养、精神信仰等方向发展。 

1.2  职业岗位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要求 
现代物流业深入生活程度不断增加，以前浅表的、过时的知识

不能满足目前岗位的需要。因此，高职高专物流管理专业学生不仅
要掌握各种理论知识，还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素质。以《商
品学》课程为例，物流企业对员工的要求不再是单纯的机械操作，
从商品角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员工了解商品、熟悉不同商品
的养护，同时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合作意识。 

1.3  新文科视域下对高职教育提出新要求 
“新人文”打破了以往的人文思维方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

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路径，推进跨越性与深入融合，推进了
传统人文的更新与升级，由专业方向转变为面向需要。由分科到跨
界，由以适应为导向的转变，全面、多领域的教学，拓展学生的知
识面，促进创造性的思考。 

1.4  乡村振兴对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影响 
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现代农业。作

为一个农产品强国，农产品的包装、储运技术还处于“深闺”、“难
入户”的状态，导致蔬菜的损失率高达 20%～30%，造成的总经济
损失约 800 多亿元，而粮食的平均损失也高达 14.8%。降低新鲜农
产品贮藏、运输损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势在必行。 

2  “立足岗位、重组课程、激活课堂、科学评价”四位一
体教学思路的构建 

2.1  “立足岗位”分析课堂革命基础 
积极创设具有职场体验感的教学场景，以真实项目为驱动，依

据仓管员、直采员、供应链运营专员等岗位的实际工作流程，结合
物流服务是国家职业标准、物流管理 1+x 中级职业技能证书内容及
“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等赛项的要求，立足于现代物流
管理专业的实际需求，对原有的《商品学》课程内容进行重组，将
物流专业的商品编码、包装标识、包装技能、养护方法和技能等内
容转变为以工作过程为中心组织课程的内容，学生学习商品包装、
检测和储运养护方面的基本技能，具有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具备从事物流工作的职业素养。作为《仓储与配送管理》《供
应链管理》等课程的前导课，本课程衔接了专业基础课与后续专业
核心课，更以“扶贫产品项目”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将乡村振兴、
绿色物流、工匠精神、职业素养等思政要素有机融入教学中。 

2.2  “重组课程”奠定课堂革命路径 
2.2.1  课程架构重组 
课程立足于学生就业的物流仓管员和供应链运营专员、直采员

岗位，依据岗位对象的商品包装与养护典型工作过程分析，将工作
过程转化为教学流程，并结合《仓储与配送管理》《供应链管理》
等课程，将教学内容重组，形成商品基础知识、生鲜商品、危险化
学品、金属类商品、其他商品的包装与储运养护五种情境。使学生
熟悉商品基础知识，掌握商品在物流过程中的包装需求和储运养护
分析及采取的相应技术和措施，有效维护商品在物流过程中的质
量。 

2.2.2  开发慕课及活页式讲义 
通过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

生对知识技能的学习、理解和掌握。通过开发在线开放课程，让学
生可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学习课程相关资源数据。利用智慧教学工
具，记录课堂教学过程中互动教学数据，包括签到、讨论、投票等。
课后学习反馈数据，学生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手机 APP 提供的课外
阅读、课程作业等，完成知识内化顺应以及重点难点的提高，教师
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及评价。 

2.2.3  多渠道完善教学资源 
以信息化抓手，大力推进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以能力为本位，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改革。联合
企业提升课程建设水平，打造优质专业课程资源，共享使用教学资
源，根据具体企业及岗位情况推进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资源的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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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2.3  “激活课堂”丰富课堂革命实施 
本项目以平台建设为载体，尝试将校企合作贯穿于《商品学》

课程授课全过程，多方融入，全面覆盖。课前学情分析要根据当前
高职学生来源多元与求学诉求多样的实际，确立尊重差异的意识。
课堂教学中，校企合作共同构建行动导向教学体系，着力打造有用、
有景、有趣、有效的课堂，以现代化教学方式为载体让课堂教学成
为学生精彩生成、分享个人智慧、合作探究实践的过程。课后引入
全方位的评价机制，考虑生源差异性、发展性和动态化，利用网络
教学平台数据记录开展多元评价。 

2.3.1  依据客观数据，丰富学情分析 
高职高专生源学情分析：随着高职院校的扩招，生源呈现多样

化状态，涵盖了普高和中职类（职高、中专、技校）学生。学生个
性独立、思维活跃，对信息化和先进技术感兴趣，获取网络资讯能
力较强，重视情感需求，比较认同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乐于实作
训练，动手实践强于对理论知识的接受，但学习习惯较差，学习兴
趣较低。 

认知与实践基础：本课程在第三学期开设，前期开设了《物流
管理概论》《物流企业管理》《物流市场营销》等课程，学生具备对
物流工作流程的认识，建立了对商品的认知，掌握了商品编码的方
法与原则。 

2.3.2  对标人培课标，分析教学目标 
综合教学内容、学情分析，依据物流从业人员具体工作过程，

对接现代物流管理专业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在立德树人理念的指导
下，确定各情境教学内容的知识、技能、思政与素质三维目标以及
教学重难点。 

2.3.3  重德强技的教学实施 
教学总体设计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课程模

式，以现实工作场景和工作任务为中心重构课程内容，以“思政+
技能”为导向，以工作技能培养为核心，以扶贫项目中的生鲜商品
的包装、条码制作、储运养护为观察窗口，体验场景和交互平台，
在产教融合生态环境中真正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激发学生
发现问题能力。教学总体设计打破了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以工
作任务为中心的传统讲课方式，以“思想教育+技能”为导向，以
工作技能培养为核心扶贫工作，将新鲜商品的包装制作成条形码观
察窗口，储存和报酬。在体验场景和平台产业教育融合的生态环境
中，真正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将所学与实践结合，再应用到实际，实现理论—实践的应用人才培
养模式。 

2.3.4  “科学评价”课堂革命落地 
考核评价依据自编活页式讲义中的任务单评价量化表，进行

“多元、动态、线上线下”综合评价。评价主体为学校教师+企业
导师+学生，根据不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过程评价，结合实际工作
完成情况及线上学习与练习情况得出综合评价，重视学生在学习中
的探究能力、创新精神，对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等，通过企业导师、
专业教师、同学之间互评及同学自评，科学评价学生。 

3  “立足岗位、重组课程、激活课堂、科学评价”四位一
体教学思路构建的实施效果 

3.1  理实结合，知识和技能水平明显提升 
商品包装技能明显提升。培养学生通过条码制作、包装材料选

择、包装技法运用和实际操作，提升了商品包装技能，为适应仓管

员、供应链运营专员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商品养护能力明显提
升。通过学习、实践影响商品质量的因素，结合新的包装技术，实
地参观生鲜商品运输搬运等物流工作，运用交互技术、VR 技术不
断演练商品的物流作业过程，提高学生对商品包装与养护贯通的能
力。 

3.2  德技兼修，职业与思政素养明显提高 
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知行合一、从理论到

实践再到实践的培养理念下，学生立足就业岗位能力，现场实作，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语言表达和组织能力不断提高。
采用弹性混合分组方式，组内融入不同特长的学生，互学互帮，让
各类学生都学有所长，锻炼并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及组织能力以
及协作和创新能力。 

3.3  双课堂—双导师，成绩和教学满意度明显提升 
分析 2011 班与 1911 班的成绩发现，2011 班的成绩高分段更多，

没有不及格学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更牢固。学生学习课程后积
极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比赛，通过大赛检验了学习效果。从教学测评来
看，学生对教师授课方式、学习中的收获等方面满意度明显提升。 

3.4  乡村振兴、求真务实思政润物无声 
3.4.1  田间地头，实践用学 
将生鲜产品的包装和养护实训课程直接放在扶贫项目实际场

景中，实现五位一体教学模式中实践用学，以真实工作过程培养学
生的专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吃苦耐劳精神和职业素养。 

3.4.2  求真务实，课后展学 
通过实地观摩和实作生鲜产品的包装和养护，思考课堂所学与

实际现场的不同之处，借助网络和教师支架，课外研学，探究包装
和养护在现实场景条件下的可行改进思路和方法。乡村振兴、绿色
物流、工匠精神、职业素养等思政要素有机融入实践教学中，从教
学设计到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都实现了润物细无声。 

4  结语 

四位一体教育的新思考方式，在新的文科背景下，进行多角度
的综合型现状分析，使现状分析更加全面。多式复合型教学可以使
学生进一步提高学习能力。多主体动态评价体系使评价更加客观、
公平。从各个方向重视学生的发展，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就业
和生存环境。当然，新型讲义和教学资源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更
新。现代物流发展迅速，教师团队对新型讲义及线上教学资源需不
断更新和完善，为学生呈现最新最前沿的物流工作流程中的知识
点，以高质量的知识教学来提升学生的能力。课堂以外的教学场所
有待进一步开发，有效打通课内课外，挖掘更多的学习场所，实现
学生自主探索式学习，将课堂所学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可以更好地
实现理论实践一体化和个性化扩展。实习培训设计和教学组织仍需
合理改进。学生目前进行了相关工作岗位的实际操作，具体体验了
包装和养护环节的应用，如果能同其它课程协调，安排学生进行整
个扶贫产品的物流项目的实施，更能锻炼学生的项目运营能力和统
筹的能力，并实现课程的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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