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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及专业开设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人才培养效能尚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亟待进行课程教学模式探索。论文对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教学在课前、课中、课后三大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就智慧课堂教学设计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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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and major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 western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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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were set up later, the teacher strength is relatively weak, the level of teaching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talent training is not well adapted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yet, so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mod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hree links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teaching before, dur-
ing, and after classe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and discusses the teach-
ing design of the smart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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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网络畅通关系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践，影响到该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物流建设问题，尤其是 2020
年“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多次聚焦物流，明确要求“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完善物流网络”，“构建

现代物流体系”[1]，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由于历史、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原因，西部少数

民族地区高职物流课程及专业开设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质量水平有待提高，人才培养效能尚

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亟待通过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课程、专业

体系建设，提高课程教学水平，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所需高水平物流人才的培养和输出，推进在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2]。因此，探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智

慧课堂教学设计问题十分必要。 

2.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智慧课堂教学设计的必要性 

2.1.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要求对高职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优化 

当前，高职课程教学人才培养供需矛盾问题比较严重，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如何在现

有条件下构建更加合适的平台、体系结构[3]，采用更加合适的方式推进课程教学优化，积极面对社会和

用人单位需求变化，培养所需人才，成为突出难题之一。 

2.2. 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对中职专业课程教学方式进行改变 

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通过智能技术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

[4]，充分满足学生个体差异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该要求，需要结

合智慧教育理念进行优化。 

2.3. 知识的高效学习和能力的全面培养与提高要求对高职学生学习方式进行改进 

知识的高效学习和能力的全面培养与提高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要求构建智慧教育环境、模式[5]，促

进高职学生积极改变学习方式方法，在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平台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每个环

节，提高思维能力，提高全方位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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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课堂教学主要问题分析 

为更好地掌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课堂教学现状与问题，以便针对性地进行智

慧课堂教学设计推动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优化，论文从学生和教师两大方面，对高职《物流管理》教学中

存在的现实困境问题进行研究；对课前预习盲目且效率低、课中缺乏及时有效互动、课后不能及时跟踪

反馈三大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3.1. 课前预习盲目且效率低的问题 

课前预习存在盲目且效率低的问题，具体情况详见表 1“师生课前预习存在主要问题情况表”。 
 
Table 1. A list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teacher-student in pre-class preparation 
表 1. 师生课前预习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表 

问题 主体 具体表现 

课前预习盲目且效率

低的问题 

学生方面 

独自预习时，学习的盲目性。 

独自预习时，对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掌握不到位，预习效果不佳。 

独立预习时，注意力易分散。 

教师方面 

对学生课前预习有效参与不够。 

对课前预习工具的使用缺乏创新意识。 

对课前预习过程有效干预不足。 

 
1) 学生方面 
第一，独自预习时，学习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比较普遍。大部分高职学生接触社会生产的机会有限，

对物流管理认识不够清楚、不够全面，不能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他们在进行独立预

习时，感到无从下手。 
第二，独自预习时，对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掌握不到位，预习效果不佳。部分高职学生对物流管理的

了解和认识不够系统，对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掌握不到位，在预习时易进入关联学习的误区，影响了学习

效果。 
第三，独自预习时，注意力易分散。大部分高职学生在独自预习时，注意力易受到身边事务的影响，

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2) 教师方面 
第一，对学生课前预习有效参与不够。通常，教师没能对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及时跟踪、辅导，缺

乏有效参与。 
第二，对课前预习工具的选择和使用缺乏创新意识。部分教师通常会优先选择书本作为预习工具和

资料，将书本中的知识点或案例设置为预习任务。这种方式较为单调，缺乏创新，效果不佳。 
第三，对课前预习过程有效干预不足。通常，教师对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任务过难、

作业过多、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态度不够认真、作业完成情况不好等，不能很好地实施有效干预，极

大地影响了学生预习效率。 

3.2. 课中缺乏及时有效互动的问题 

课中教学存在缺乏及时有效互动的问题，具体情况详见表 2“师生课中互动存在主要问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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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 list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class 
表 2. 师生课中互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表 

问题 主体 具体表现 

课中缺乏及时有效

互动问题 

学生方面 
课前预习效果不佳，降低了学习兴趣。 

关注点易分散。 

教师方面 

传统的教学思维影响了教学互动的开展和效果。 

教学经验不足影响了教学互动的开展和效果。 

没能从学生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学互动设计。 

 
1) 学生方面 
第一，课前预习效果不佳，降低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缺乏实际操作，受到课前预习盲目性的影响，

造成兴趣较低、参与课堂互动不够主动和积极，配合度不高的情况。 
第二，学生的关注点易分散。高职学生大多学习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较差，自我效能感有待提高[6]，

思维比较活跃。在参与互动活动时，极易从某一事件中发散出很多与教学活动无关的想法，注意力一旦

受到影响，难以立即回归到主题上。 
2) 教师方面 
第一，传统教学思维影响了教学互动的开展和效果。大部分教师没有经历过物流操作实践，在教学

时不得不“被迫地”照本宣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有效互动。 
第二，教学经验不足影响了教学互动的开展和效果。部分高职教师教学经历不够、经验不足，容易

出现教学互动环节布置、安排不合理，无法有效调动高职学生参与积极性。 
第三，没能从学生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学互动设计。部分教师对高职学生的关爱有待加强，没

能从学生需求的角度出发，结合他们的身心特点，设计更加合理、高效的互动环节。 

3.3. 课后不能及时跟踪反馈的问题 

《物流管理》课程课后复习阶段存在不能及时跟踪反馈的问题，具体情况详见表 3“师生课后互动

存在主要问题情况表”。 
 
Table 3. A list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fter class 
表 3. 师生课后互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表 

问题 主体 具体表现 

课后不能及时跟

踪反馈的问题 

学生方面 

部分高职学生有待养成课后复习、总结的习惯。 

部分高职学生对不理解的知识点习惯性选择忽视。 

部分高职学生课后巩固练习完成不及时，效果有待提高。 

教师方面 

不能及时解答学生课后学习遇到的问题。 

传统管理方式单一，影响了对学生课后学习情况的及时了解和掌握。 

非上班时间，不能及时查看和回复学生的课后学习反馈。 

 
1) 学生方面 
第一，部分高职学生有待养成课后复习、总结的习惯。在课堂上，他们对课程的重、难点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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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好，无法在短时间内理解和记忆过多的新知识；在课后，又不能及时复习与总结，知识很容易被

快速遗忘。 
第二，部分高职学生对不理解的知识点习惯性选择忽视。这部分高职学生能力和知识基础较差，无

法及时消化课堂上所学知识，又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对不理解的知识点习惯性选择忽视；而不是及时

向教师求助。 
第三，部分高职学生课后巩固练习完成不及时、效果有待提高。这部分高职学生学习自觉性和积极

性较差，通常会推迟完成课后作业，且效果有待提高，影响了课堂知识的巩固。 
2) 教师方面 
第一，不能及时解答学生课后学习遇到的问题。课后，学生主动寻求解答问题时，往往会出现师生

时间不匹配导致解答、回复不及时，教师没法及时跟踪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新课开始前，教师无法

对这些问题都能进行一一解答。 
第二，传统管理方式单一，影响了对学生课后学习情况的及时了解和掌握。教师通常会选择通过集

中开会交流的传统管理方式，整体了解和掌握学生课后学习情况，却不能逐一检查每位同学的学习情况，

很难及时、高效解决他们课后学习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第三，非上班时间，不能及时查看和回复学生的课后学习反馈。学生利用智能软件和教师进行离线

沟通交流时，难无法及时获得回应和解答的勤快，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生交流反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客观上影响到跟踪反馈的及时性。 

4.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智慧课堂教学设计 

在智慧教学理论、交互式教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教学实际的需要，针对课程

教学主要问题分析进行智慧课堂教学设计。 
智慧教学设计针对资源、设备、工具和学习活动的有机结合的要求，主要通过多种信息技术的运用

支撑，构建智慧化教学环境，进行教学环节流程优化设计，以发挥智慧课堂的优势，提升教学质效。具

体情况详见图 1“智慧教学过程精准设计流程图”。 
 

 
Figure 1. The flow chart of precise design of smart teaching process 
图 1. 智慧教学过程精准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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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课前预习环节设计 

通过课前教学方式设计，满足学生课前预习需求。 
第一，制作并发布手机课件，安排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学生扫描课件二维码获取课件资源进行学习。

学生对不理解的知识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标注并及时反馈给教师。方便教师随时了解和掌握学习任务

的完成情况，进行实时的点评，对暂时没有参与、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善意的提醒，从而实现对预习进

度的掌握和督促。 
第二，对于比较生僻的知识、难度较大的任务，根据课程内容制作并分享微视频课件，进行音视频

支持下的领学、带学活动，学生在手机端接收资源进行跟学。 
第三，选择合适的网络视频资源进行分享。例如，让学生在预习阶段观看某一商家针对不同销售领

域设计的物流产品广告，提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推动课堂教学活动更好地开展。 
第四，合理设置思考题，积极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进行“探索研究”寻找答案，再以学生探究的

结果作为新课的导入，加强预习与课堂学习的联系。例如，要求学生“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绘制家族组

织关系图”，让学生分析家族、族人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导入课堂新内容，并在课堂中以此类比物流产

品组合概念，帮助学生实现对该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4.2. 课中教学环节设计 

在智慧教学理论、交互式教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课堂教学实际的需要，论文

围绕讲授新课、巩固练习、拓展新知三大板块进行智慧教学设计。 
1) 讲授新课。该环节的设计情况大体包括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思维导图：通过图片和文字的有效结合，把各级的主题关系用相互隶属或相关层级图表现出

来，再将其进行记忆链接，以便学生快速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知识点间的关系。 
第二，答案遮挡：将答案设置在演示界面的固定位置，在授课模式下使用橡皮擦功能擦除显示答案。

例如，给学生提供一系列场景漫画，让学生分析和总结场景中运用了哪些物流技术手段，待学生回答讨

论完毕后揭示被遮挡的答案。 
第三，举一反三：通过克隆功能在演示界面中展现同一知识点的不同匹配举例。例如，将可应用于

多个场景的某一物流技术手段(字段)进行克隆，邀请学生进行匹配。 
2) 巩固练习。利用智慧教学工具课堂互动功能实现巩固练习，通过多次的刺激反应加深学生对知识

点的识记能力。以“SWOT 分析”课程为例，在讲授 SWOT 基本概念和含义后，以“TF Boys”组合为

类比案例，通过课堂设计小组互动、生生互动、个人展示等多种游戏互动方式帮助学生巩固概念。 
第一，小组互动：以小组为单位，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讨论分析“TF Boys”组合存在的优势、劣势、

机会和威胁。待讨论结束后，将讨论结果进行展示、分析、讨论和总结。 
第二，生生互动：设计简单、有趣的游戏，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找出答案。以“TF Boys”组合为例，

随机抽选两位学生进行游戏互动，要求找出“TF Boys”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答案；在规定时

间内分类最多的学生获胜。 
第三，个人展示：利用智慧教学工具倒计时功能，让学生自主分析“TF Boys”组合存在的优势、劣

势、机会和威胁，待时间结束后邀请学生进行展示。 
3) 拓展新知。在课程任务结束后，适当地拓展课程知识，开阔和丰富学生的眼界。 
第一，观看网络资源：利用智慧教学工具中的时间胶囊、播放系统等功能，待学生完成市场营销的

学习任务后，播放实现准备好的网络资源，让他们了解更多的市场营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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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拍照投屏功能：向学生分享一个生活案例，要求学生写下自己的看法，随机选取几位同学，

通过使用智慧教学工具的拍照投屏功能向课堂内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展示分享。待展示完成后，教师拓

展和补充必要的知识。 

4.3. 课后环节设计 

课后环节，主要包括课后知识巩固和新课预习二部分，需要结合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设定。即，对

于喜欢参与互动、学习习惯和能力较好的同学，课后任务的安排在兼顾课后复习的同时，更侧重于新课

知识点一定难度的学习启发。对于不太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较差的同学，则以巩固

课堂知识为主，适量、适度地进行新课预习任务安排。设计情况如下： 
1) 对上课过程进行实时录制。课后，将课堂录制视频分享给不太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学习习惯和学

习能力较差的同学。 
2) 在课后把课堂教学重点知识进行课件整理和分享，方便学生在课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巩固课堂

所学。 
3) 对于已经掌握课堂知识的同学，安排不同难度的预习任务。具体设计参见“课前环节设计”部分

内容。 

5. 总结 

智慧课堂教学能够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物流管理》课程已有课堂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的有

效解决，对提高该地区高职课程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专业物流人才输出效能的提高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返贫防范[7]。智慧教学课堂设计需要在课前、

课中、课后环节充分考虑教学过程、教学任务、教学资源设计、交互设计的四大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教

学过程设计要让学习过程更加明确、合理和高效，学生集中精力进行课堂学习，更加自觉地进行课前预

习和课后巩固。教学任务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和个性特点，明确有序的任务安排让学习变得适

时适量适度。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共享[8]促进教学资源设计，让教学环境变得更加丰富、生动，让学习变

得有趣和高效。交互设计的加强要让教学相长的课堂教学气氛得到更好地创建，师生关系更加和睦、融

洽，学生的学习更有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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