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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AI技术教学环境下专业课程教育创新需从系统理论的视角分析和研究。通过对AI技术、BOPPPS模式

与课程教学场景的定义、解析及逻辑关系分析，构建三层系统深度协同范式，提升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

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和实践，实现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育人目标。达到了预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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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AI technology, the innov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 education needs 
to be analyzed and resear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Through the defini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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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ogical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AI technology, BOPPPS mode and course teaching scenarios, a 
three-layer system deep collaboration paradigm is constructed to improve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
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logistics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courses,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The preset teaching effect wa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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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7 年 9 月我校第一次开设《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17 年来变换过 5 次教材，5 次实验指导

书，至 2022 年 9 月依据教育部本科专业课程创新教学改革要求，总学时从 64 学时调整到 48 学时，其中

理论 2 课时、实验 1 课时。为破解专业知识与文化素养的协同提高，学习能力与学习兴趣感知的融合一

体，发散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本源归一，服务社会与自我发展的内核统一等培养目标。通过 AI 技术与

BOPPPS 的数智化融合，本教学组提出基于 AI 技术与 BOPPPS 教学模式深度协同的《物流分析与设计》

创新教学范式，尽可能呈现隐性及潜在认知的底层逻辑，系统层级网络组织，教学实现的流程与启发思

维的层次链接。以实现 BOPPPS 教学模式的数智化穿透。 

2. 《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教学现状与问题 

该课程主要涉及物流系统的规划与设计、物流网络优化、物流运营管理等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

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然而，在传统的物流规划课程中，往往偏重于技术知识和方法的传授，而忽视了

对学生的思政教育[1]。因此，如何在物流规划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目前《物

流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教学现状总体上呈现出，课程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强化、

考核方式多元化、以及教学目标与要求明确。但在适应新时代物流人才需求方面，还有如下问题需创新

协调。 
1) 从课程教学视角看，目前的《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教学面临着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学生

实践能力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学生过分依赖课堂讲解，缺乏自主深度学习，导致学习兴趣不足等问题，

需要通过课程创新，改革教育理念与教育范式，提高教学质量，培养能够适应未来产业界和社会发展的

领导型工程人才。 
2) 从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视角看，目前的《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中，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强化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有助于个体在掌握现代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够关注自身精

神需求，但目前追求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协同严重不够。 
3) 从数字化转型视角看，数字化转型为《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和教学

资源，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在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与学科内容的时间分配，二是将思政教育与

专业知识教育相结合的结合点及接合面选择，三是培养具有高度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物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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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的人文教育，四是需要更新教学方法和内容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投入增加。 

3. 理论基础与内涵 

把 AI 技术与 BOPPPS 教育模式深度协同后，再应用于《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教学，其本源属

性为“螺旋式发展理论”的三层系统深度协同理论。 
1) 深度协同理论：是协同理论的深化和发展，要素间关系及效应进入高级阶段。在 AI 技术领域是

指在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多智能体或多节点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来实现更

高效、更智能的决策和控制。涉及信息共享、决策优化和行动协调等多个方面。深度协同技术能够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并增强系统的智能性和适应性。 
2) 三螺旋式发展理论：它描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渐进性和循环上升的特性。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

必然出现的曲折性的形象概括，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态的哲学描述。它表明事物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近似于螺旋的曲线，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三

螺旋理论是螺旋式发展理念的一个应用，它强调 AI、BOPPPS 教育模式[2]和物流分析课程教学内容通过

螺旋递进实现教学资源组织交互与动态融合，为研究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模式提供了理论视角[3]。 
3) BOPPPS 模式：BOPPPS 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包含六个步骤：Bridge-in (桥

梁)、Objective (目标)、Pre-assessment (预估)、Participatory Learning (参与式学习)、Post-assessment (后评

估)和 Summary (总结)。BOPPPS 教学模式应用于《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中，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学

质量，促进专业发展，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 

4. 基于 AI 与 BOPPPS 深度协同的《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AI 辅助教学工具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以及提高教学效率。

教育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融合，为教学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基于 AI 的《物流系统分析与

设计》课程教学可以更加注重实践应用、算法研究和技术创新，同时结合最新的行业案例和实训模拟，

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5]-[7]。 

4.1. 基于 AI 技术的《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的 BOPPPS 教学模式 

基于 AI 技术的《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教学可以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它体现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方法，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二者的深度协同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导言(Bridge-in)：导言环节用于激发学生对新教学内容的兴趣。可以通过介绍 AI 在物流领域的实

际应用案例，如 3D 智能仓库管理和自动化配送路径优化，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 目标(Objective)：明确学生将学到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以及预期的学习成果。建立 AI 模型及算法，

采集多模态数据，把专业技术学习和人文文化学习融为一体，教学目标清晰，二者协同关系效应溢出，

实现可能包括理解 AI 算法在物流中的应用、掌握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以及提升决策能力。 
3) 前测(Pre-assessment)：应 AI 技术可提高前测的时效性、全面性及层次性。前测用于评估学生对已

有知识和新知识的掌握程度。可以通过在线测试或问卷调查来了解学生对 AI 和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知识

的掌握情况，以便调整教学策略。 
4) 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AI 技术可以提升参与式学习效果，促进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

的合作。因 AI 技术便于获取大量的资料信息，利于组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和模拟仿真等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 AI 技术。 
5) 后测(Post-assessment)：后测过程主要用于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把 AI 技术

应用于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中，可以通过项目作业、实验报告和期末考试等方式来评估学生对 AI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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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规划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6) 总结(Summary)：总结环节是学习内容的整理与回顾过程，也是巩固与提升的过程。在 AI 物流规

划课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总结所学知识，反思学习过程，并提出改进建议。 
BOPPPS 教学模式在 AI 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的课程中应用，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促进专业发

展。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深入理解 AI 技术在物流规划中的应用，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8]。 

4.2. 基于 AI 技术与 BOPPPS 的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利用 AI 技术充分挖掘三者之间的协同机制、路径，探寻 AI 教育技术和 BOPPPS
教学模式的迅速融合，为教学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9] [10]。 

1) 教学模式创新。分析培养目标及学生的全数据信息，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再设计、建设符合“专

业知识结构、科学技术能力教育及人文文化教育三结合”的课程体系、搭建应用能力一体化实验实习实

训平台、实施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考试考核方法的改进。实现教学与学习方式的变革，充

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 
2) 教学内容方法融合。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课程，同时注重实践教学的设置。开展互

动式教学，鼓励采用翻转课堂、案例教学等互动式教学方式。推进翻转课堂，将课堂时间主要用于交流

和讨论，将自主学习时间留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 
3) 项目驱动教学。以项目为导向，让学生参与到教师团队的项目中，在完成项目过程中掌握专业知

识，提高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能力。通过分析实际案例，让学生了解数智化下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的

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法，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创新性实验。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竞赛，学生全员参与录制一系列实验操作视频，包括

数据分析、规划设计微课，软件操作，AGV 等设备的模型搭建视频，控制器的使用视频，综合物流场景

应用等微课视频，以提高课堂实验效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学生可结合某企业实际，

自行设计无人配送、智慧仓储等多种物流作业场景，模拟其中的某一作业环节。 
5) 多元化评价。利用 AI 技术模拟建立智慧物流场景，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操作训练，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采集多维度学生实验数据，全面评估学生的综合能力，采用多元化评价[11]。 
6) 课程思政实践。利用 AI 技术整理文献资料深层相关性能力，设计课程思政大纲。在课堂教学中

师生即时向 AI 提出全面立体的课程思政问题，挖掘其思政元素与内容。如在讲解物流系统网络优化时，

可挖掘出优化资源配置及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2]。 

5. 教学效果及推广价值 

本专业融合教学体系已逐渐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交通运输专业的多届学生的教学中应用，教

学效果显著提升。 

5.1. 整体教学效果评价 

学生参与课程教学的全周期活动，主动检索文献信息，拓展整理思政内函和资源资料，课程学习和

实验主动积极，课堂参与度高，自学能力明显提高，课程综合成绩优秀率逐年提升。如表 1 所示。 

5.2. 参加大赛获奖 

通过大赛促学、促教、促能及促建，从 2021 年开始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互联网+、挑

战杯及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第一年三支队伍，无缘国家决赛。2022 年，四支队伍，获得国家二、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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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各 1 项。2023 年，六支队伍均进入全国决赛，最后取得全国一、二等奖各 1 项、三等奖 3 项，2024 年，

九支队伍进入全国决赛，最后取得全国特等奖 1 项、一、二、三等奖各 1 项，在同类院校中领先。获奖

人次以 50%多的增速逐年增长，参赛学生人数以近 70%的增速逐年增长。如表 2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est scores of per year 
表 1. 年级学生人数及试卷分数统计 

年份 课程人数 大于等于 90 分(%) 80~89 分(%) 60~79 分(%) 小于 60 分(%) 

2021 125 5 25 67 3 

2022 129 5.7 27.3 55 2 

2023 136 6.9 30 63.1 0 

2024 144 7.8 33.2 59 0 

数据来源：教学班级统计数据。 
 

Table 2. Competition awards in recent years 
表 2. 近年来竞赛获奖情况 

 2021 2022 2023 2024 

国家奖等级及项数 0 2、3 各 1 项 1、2 各 1 项，3 获 3 项 特 1 项，1、2、3 各 2 项 

自治区奖等级及项数 1、2、3 各 1 项 特、1、2、3 各 1 项 特 1 项，1、2、3 各 2 项 特、1、2、3 各 2 项 

参加人次数 14 20 35 56 

数据来源：教学系统统计数据。 

5.3. 学生参与科研方面 

从 2021 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本科生从大一开始按研究论文、大赛、科研实验及社会服务等分组加入到

教师的项目团队。近四年大学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9 篇，其中 SCI 一区检索 4 篇、SSCI 检索 2 篇、北大

核心检索 3 篇；获批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 8 项、自治区级创新创业项目 13 项；科研实验报告 25 项；服

务社会调查报告 12 份；申请软件著作权 10 项，平均每年 35 名学生被保送研究生。 

6. 结语 

基于 AI 技术将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环节与 BOPPPS 融合，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教学模

式。通过 BOPPPS 教学模式与 AI 技术的深度协同，可以显著提升物流规划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

效果。学生能够明确学习目标，积极参与教学环节，提升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与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可构建一个互动性强、资源丰富的个性化教学场景，推动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基于 AI 技术可虚拟先进的智能教学工具，依据 BOPPPS 模式流程分解实时观看课

堂学情，动态掌握学生学习的细微变化，灵活应对与精准施策，提升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 

基金项目 

2024 新疆大学《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专创融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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