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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维、成果导向研究型教学法融入物流硕士生教学
林蓬荣　高清贵　曾金盾　李　昳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　要：物流业的高速发展，对国家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有推进作用，为使物流业发展更顺遂，物流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

不断扩大有其必要性，连带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也需全面提升，特别在研究生科研与实践能力创新上尤其重要。本文采用定

性及定量研究方法，搜集物流研究生教育现存问题，导入理论思维与研究型教学方法，解决研究生科研与实践能力不足的问

题，充分落实成果导向研究型教学，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之学用合一，值得在硕士研究生教育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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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高速发展，带动各行业也快速发展，为使
物流业更具竞争力，必须有效改良物流硕士生的教学
法，充分落实高校物流研究生教育的理论知识与实践
操作之学用合一，才能高效解决目前物流研究生科研
与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

一、物流研究生当前培养困境

各高校为避免研究生招生缺额，往往会进行过多
的调剂，录取非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会沿生后续问
题，分析如下：

（一）提高生源质量，严把招生大关

生源质量把关有助提升专业科研成果、毕业生质量、
以及专业治学严谨的名声，要求生源来自相关专业考生
只是最基本的考虑，还需要审查考生的科研文章篇数、
领域，了解是否具有基本的科研能量，才有机会培养后
具备科研能力，还要考虑研究兴趣与研究生导师科研
领域是否匹配，尽量减少后续研究生更换导师。

（二）课程设置对接物流产业链

专业知识群与地方经济社会的产业链结合，高效
将物流研究生专业的理论知识与本地的物流行业、企
业的实际、实践操作的需求融合，所安排的课程是由
高校专业知识的学业导师与企业实践操作的企业导师
充分整合的学用合一课程。

前两年的课程，研究生在高校接受学业导师的理
论思维培养，第三年课程，研究生接受企业导师实践
操作训练，把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高校与企业、产
业校企融合。

（三）产学研用师资队伍

产学研用旨在构建高校与物流产、企业结合的创
新型培养方案，解决目前高校培养、供给的物流研究
生与物流产、企业所需人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以创新思维进行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学院要成立
学术委员会，由教授牵头带领专业知识群，与物流产
业、企业对接，结合高校与产、企业资源，并进行学
业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共同解决产、
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二、定性定量研究方法

采用不同方法搜集各类数据，有助于化解单一研
究方法的偏见与限制，有利于搜集到的信息更加全面。

（一）扩充个案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的扩充个案研究方法，并辅以观察、
焦点访谈、及实务文献搜集，使理论发展更加丰富，
有助再概念化及扩张理论，目的不在建构新的理论，
而是整合与扩张现有的理论；藉由理论与访谈资料的
比对，再以概念与理论的比对，藉由两循环的交换及
密集的分析，有助数据的诠释。

（二）比较性分析

本课题以电子信息研究生一年级为观察对象，搜
集传统说教式教学方法与研究型教学方法进行比较性
分析。

三、理论思维与实践

学业导师最大的学术优势就是对学科理论知识的
娴熟，并善于运用理论思维来进行领域研究。

（一）理论思维

我们要充分了解一个理论，必须了解理论的来
拢去脉，知道理论的提出者（Who）、理论的内容

（What）、出处（Where）、年代（When）、理论的动机
（Why）与如何应用（How），简称 5W1H。

在进行研究时，我们用某个理论的完整概念去观
察一个现象，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全貌，最后获得完
全的解决，就是用理论的角度去看研究对象，用理论
的范围去对应研究对象。

（二）推演理论与实践

研究生导师必须具备领域研究的能力，专精于某
个领域研究，例如物流研究生导师必须在物流职能

「包装、装卸、仓储、搬运、运输、流通加工、配送、
信息管理」其中一个领域熟稔，对领域的理论相当了
解，并指导研究生用理论思维来解决企业实际、实践
操作上的问题，目的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落实学理论，
用于实践，学用合一。

导师要有领域研究，研究生方能根据此领域的了
解与兴趣，选择研究生导师，一起进行理论研究，并
运用于企业诊断。例如用 Porter 于 1980 年提出的产业
分析架构去观察物流业，首先我们清楚这个理论的分
析单位是行业，所以用在物流业分析是可行的。其次，
这个理论有五个观察行业内部竞争者的影响力，包括
行业内竞争者的竞争强度、供应商议价能力、顾客议
价能力、潜在竞争者的威胁、新进入者的威胁等理论
内涵去观察物流业，这就是理论思维套用在实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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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即是推演理论与实践。

四、成果导向思维

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目的是训练学生将所学理论转
化为具体成果，包括发表论文、软件著作、专利等，
到底是何种成果作为研究生毕业条件，因各学院人才
培养的规划不同而异，但最终都需要以成果作为考核
是否具备毕业条件的门槛。

要实现及落实成果导向思维，必须要有一些前置
条件，才能以竟全功，分析如下：

（一）打牢学科理论基础知识

物流管理类硕士研究生需要具备牢固的学科专业
理论基础知识，藉由学业导师课堂上强化理论知识的
5W1H，深化物流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知识，也需要借助
学术资料库引导学生搜集理论文献的能力，使自身专
业知识能具备系统化、条理化、结构化集成，使得碎
片化、分散化的知识通过一定的逻辑组织成知识体系。

（二）培养研究生科研理论与实践能力

大数据时代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加快，研究生利用
各类知识平台，像是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资
料库，或是利用各种检索工具获取最新的知识，构建
自身的理论知识体系，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社会现象结
合，发表各类成果，充分展现科研理论与实践能力。

多鼓励研究生参与各类学术活动，包括撰写学术
论文、参与学科竞赛、参与课题研究、参加学术讲座、
参与学术沙龙、申请专利等，解决研究生在科研理论
与实践能力不足的困境。

（三）师生“学术共同体”

研究生导师扮演成果导向的指导者、引路人和坚
强后盾的角色，导师要求自己持续发表科研论文，以
言教身教作为研究生楷模，研究生受导师持续研究发
表成果的精神感召，作为师生“学术共同体”，一起努
力，与学生协同合作，激发彼此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研究型教学方法

第一堂课除了讲述课程目标、课程设计外，说明
课程内容有几个领域研究的理论，要求学生要对理论
思维 5W1H 充分了解，并利用这些理论在结课时完成
一篇结课论文。

研究型教学顾名思义用研究的角度在教学过程中
告诉学生、教学生如何去做研究，包括如何利用理论
的角度进行观察，如何选题，如何搜集研究对象资料，
如何查找文献等，让研究生在课堂上通过提问、研究
的方式去学习研究型教学的内涵及操作过程。这个做
法的目的是让研究生通过实际的研究性任务，强化并
内化理论知识的内容，将理论对接到发现企业问题、
解决企业问题等具体的实践，充分落实学习理论，运
用到企业具体实践，学用合一充分整合。

导师从这个过程中发现研究的切入点、问题点，
从而与理论、研究对象结合，发展一个假设或命题，
从中提出解决方案与对策，成为研究成果。这也是一
种技能，一种从教学嗅到研究课题发展可能性的能力，

是一种教学助力研究，研究助力教学，老师与学生都
能在结课时产生论文成果的成果导向研究型教学方法。

研究生上课期间，导师要求研究生每周要阅读领
域研究的论文，要思考理论的内涵，如何应用于所观
察的社会现象，每周要上台汇报所学理论的内容，及
这个理论如何运用在某个企业的问题观察，每周都要
有进度，从理论思维来解决企业实践的问题。

六、总结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首重理论思维的导入，物流研
究生应当对物流专业理论知识有深厚的认知与了解，
并能将理论知识充分应用于物流产业、企业链的实践
操作，发挥专业知识群对接、服务地方经济产业链的
作用。

其次，物流研究生应具备将理论思维转化为实践
应用成果的能力，这些成果包括学术及实践论文、课
题、软件著作、专利等，务必能充分应用、对接、服
务到物流产业、企业、人民。

第三，物流研究生的教学方式应导入研究型教学，
在课程结课时同时产出成果，导师与研究生都有成果，
教学、研究、服务三位一体，相互成就，教学助力研
究，研究助力教学，服务学科竞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助力教学、研究。

本课题理论思维、成果导向研究型教学方法，非
常适合高校物流研究生教学导入，解决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能力较欠缺的问题，更适合推广至其它专业研究
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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