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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简称OBE)理念为指导，针对“物流学”课程目标达成

情况进行评价与优化。通过对“物流学”课程目标的分析，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并对现

有“物流学”课程教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措施，以提高“物流学”课程教学质量，更好

地实现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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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this paper evaluates and optimizes the 
achievement of course objectives in the “Logistics” course. By analyzing the course objectives of “Lo-
gistics”,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and the existing teaching of 
the “Logistics” course is evaluated. Based on this, optimiza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Logistics” course and better achieve the course objectiv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29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292
https://www.hanspub.org/


叶一芃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22292 471 教育进展 
 

Keywords 
OBE Concept, Logistics, Course Objectives, Achievement Evalu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物流行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
物流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涉及管理学、经济学、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还要求学生具备解决复杂

物流问题的能力[2]。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行业对物流专业人才的需

求，教育模式亟需向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方向发展[3]。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简称 OBE)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理念，强调教育活动应围绕学生预期的学习成果来设计、实施和评价[4] 
[5]。OBE 理念的引入，为“物流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促使教育者重新审视和设

计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评价体系[6]。 
在 OBE 理念指导下，物流相关课程目标的设定应更加明确和具体，能够支撑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

并能够反映学生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全面发展[7]。然而，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

理的“物流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体系，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仍是教育者面临的挑

战[8]。现有文献中，虽然有一些研究[9]-[11]探讨了 OBE 理念在其他工程领域的应用，但在物流领域的

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 OBE 理念指导下，构建物流学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

体系，并通过实际教学案例验证该体系的有效性，以期为“物流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12]。 

2. “物流学”课程介绍 

“物流学”是五邑大学物流管理与物流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物流相关专业的基

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培养其分析和解决物流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物流系统、物流

成本、物流运输、仓储管理、配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物流学”课程教学质量的高低，对于物流

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3]。通常情况下，这门课程安排在本科生二年级的第一个

学期进行。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物流学的基础知识和学科构成，对物流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有一

个初步的认识。通过讲解物流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激发学生对物流相关专业更深层次知识

和技能学习的兴趣[14]。 

3. 基于 OBE 理念的物流学课程考核体系设计 

遵循 OBE“评价–反馈–改进”的循环机制，我们积极探索并实施多样化的策略与方法，旨在增强

学生在物流领域的自主学习与实践能力。通过这一连续的过程，我们逐步提升学生的物流专业实践和创

新能力，以有效实现“物流学”课程的教学目标。确立科学合理的课程目标是保障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

环节之一。在 OBE 教学理念的指引下，结合物流行业的用人需求，我们构建了课程目标、指标点与毕业

要求之间的对应关系，详细内容见表 1。 
“物流学”课程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强调了学生需要具备分析解决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及其规划问题

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社会经济领域物流问题观察、识别与分析能力。为此，课程目标着重于让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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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urse objectives and support for graduation requirement indicators 
表 1. 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知晓物流科学的性质，理解物流

概念的内涵，掌握物流活动运行

规律、作用机理、管理原理及理

论基础，明白物流分类及其领域

划分，特别是物流系统构成，对

社会、行业、国际、区域、企业

物流运行体系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与框架。 

3.3 理解物流管理与规划的原理

与方法，具备分析解决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及其规划问题的专业理

论知识。 

1) 掌握通识教育类、物流管理

学科基础类、专业基础类和专业

类知识，具有国际视野，了解物

流学科发展前沿，并能将所学知

识用于解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领

域的经济现象与复杂管理问题。 

2 

理解物流基本功能环节运行原

理、管理要求及合理化的途径与

意义。掌握企业供、产、销、回

收各经营阶段及物流产业物流管

理特点，掌握物流组织机构设

置、服务管理、质量管理、成本

管理、绩效管理、物流标准化等

物流组织与控制管理方式。 

4.1 把握物流活动规律，理解物

流活动机理，形成专业思维，能

运用经济学理论、管理学原理揭

示、解译经济领域物流现象，具

备社会经济领域物流问题观察、

识别与分析能力。 

2) 熟悉计算机操作，有较强的

物流运作管理实践操作、信息管

理和企业策划能力，能够应用物

流学与供应链管理的基本原理、

分析方法对复杂的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

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并形

成解决方案。 

 
物流活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包括物流系统的设计、运输规划、仓储管理、配送策略等。通过学习

这些内容，学生将能够认识到在物流管理中，针对同一问题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解决路径。课程通过教授

学生如何分析物流流程、识别潜在问题，并探索替代方案，如优化路线、改进库存管理等，从而培养学

生面对实际物流工作挑战时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在 OBE 理念指导下，科学合理的考核方法对于实现课程目标至关重要。为此，课程团队设计了如表

2 所示的考核体系，该体系主要聚焦于学生的日常学习表现和期末考试两大方面。在此考核体系中，我们

并未将出勤率作为评价标准，因为学生按时上课是其基本的学习义务。同时，日常讨论作业也不作为考

核内容，这主要是因为作业存在被抄袭的风险，且任课教师难以准确判断作业的真实性。另外，由于课

堂人数较多，讨论环节的评分可能缺乏客观性。尽管日常讨论作业和出勤情况不纳入考核，但我们依然

鼓励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和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因为这些行为对于学生掌握知识和提升能力具有显著的帮

助。在考核方式上，课程采用了三次正式的阶段性测验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每次测验的成绩占比为

10%。而期末考试则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其在总成绩中的占比达 70%。这样的考核设计旨

在全面、客观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确保课程目标的顺利实现。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表 2. 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

标点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评价比例(%) 
总分 阶段测验一

(10%) 
阶段测验二

(10%) 
阶段测验三

(10%) 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1 3.3 5 5 5 35 50 

课程目标 2 4.1 5 5 5 35 50 

合计 10 10 10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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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流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分析 

通常在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时，课程目标设置不宜超过 3 个。本课程分两个课程目标(见表 1)进
行目标达成度评价。每个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为：将所有样本在每项课程目标上的平均得分，除以

相应课程目标设定的分值。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值取每项课程子目标达成度的加权平均值。若课程总

目标达成度评价值大于 0.8，则课程目标达成良好；若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值介于 0.6 到 0.8 之间，则

课程目标达成；若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值小于 0.6，则课程目标没有达成。课程团队根据上述方法对本

课程 2021 级物流专业学生的考核结果进行评价与分析，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Eval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Logistics course objectives 
表 3. “物流学”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课程目标及权重 考核内容 分值汇总 学生平均得分 达成度 

目标 1 (50%) 阶段测验/期末考试

第 1、2 大题 
15 (阶段测验) +  

35 (期末考试) = 50 40.2 0.804 

目标 2 (50%) 阶段测验/期末考试

第 3、4 大题 
15 (阶段测验) +  

35 (期末考试) = 50 37.6 0.75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 
本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值：0.778，课程目标达成 

 
通过对达成度值进行分析可知，“物流学”课程目标达成度处于“达成”级别，即课程目标达成，可

以支撑相关毕业要求。在具体子目标分解上，目标 1 达成度处于“达成良好”级别，说明学生能够较好

地理解物流管理与规划的原理与方法，具备分析解决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及其规划问题的专业理论知识，

具有国际视野，了解物流学科发展前沿，并能将所学知识用于解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经济现象与

复杂管理问题。目标 2 达成度处于“达成”级别，表明学生在目标 2 上虽然能够满足毕业要求，但是相

对其他目标达成度得分较低。因此未来课程教学上需要强化学生在物流运作管理实践操作、信息管理和

企业策划的工作能力，对复杂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并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 

5. 持续优化策略 

1) 优化课程实践环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目标 2 达成度相对较低，这表明课程在将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教师需要设计更多与实际工作场景相结合的实践环节，让学

生在模拟或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应用他们所学的理论知识。可以考虑通过与企业合作，引入真实的项目案

例，让学生参与到项目的各个阶段，从而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教师可以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创

建模拟的工作环境，让学生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提高他们的决策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此外，教师应定期收集学生的反馈，根据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课程内容，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最新

的行业知识和技能。 
2) 优化课程教学方式。在 OBE 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我们需要将教学方式从传统的“教师主导”转变

为“学生主导”。这意味着教师的角色将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通过翻转课堂，

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前通过在线资源自主学习理论知识，而课堂时间则用于深入讨论、案例分析和实践

操作。小组讨论和团队合作项目可以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些都是现代职场中不可或

缺的技能。此外，教师应鼓励学生参与到课程内容的更新和评估中来，通过定期收集学生的反馈，与企

业合作，确保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保持同步。这种教学方式的转变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创新思维，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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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化课程考核方式。目前，“物流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笔试和测验，这种方式

虽然能够评估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但不足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学习主动性。为

了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未来需要引入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例如，可以通过设计项目报告、创

新提案、口头报告和小组展示等考核形式，来评估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此外，

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竞赛和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实践技能，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

团队合作能力。通过这些优化措施，我们期望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潜能。 

6. 结束语 

本文基于 OBE 理念，对物流学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与优化，为提高物流学课程教学质量提供

了理论依据。通过对评价结果的深入分析，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措施，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物流学课程目

标，培养高素质的物流人才。今后，还需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评价体系，以适应物流行业的发

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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