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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工科建设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以《仓储与库存控制》课程为例，针对目前该课程存在

的问题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进行教学内容重构，实训教学以技能竞赛为导向，创建实践教学平台，

优化课程考核方式，进行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经试验实施后，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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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put forwar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gi-
neering disciplines, this paper takes the “Warehousing and Inventory Control” course as an example 
to address existing issues in the course. It conduc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
gineering by restructur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rienting practical teaching towards skill compe-
titions, creating a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optimizing the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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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ing the teaching of practical courses. After experimental implementation, the teaching re-
sults have been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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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有效应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新型挑战，我国教育部门根据国情提出了“新工科”理论，

高校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而工科教学效果决定着人才的培养质量[1] [2]。当前，以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对工程科技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响应国家新工

科研究与实践的要求，围绕工程教育改革的要求对仓储与库存控制的教学内容、考核措施等方面进行教

学改革，让我校毕业生满足行业、产业和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的同时更好地服务地方。 

2. 《仓储与库存控制》课程现状与改革的必要性 

课程现状：《仓储与库存控制》课程是物流工程专业核心课，本课程目的是让学生熟练操作仓储设

施设备；能够优化仓库布局、降低仓储与库存成本；掌握商品出入库作业操作的业务流程；培养学生的

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具备专业素养能力的同时具备批判性思维、创造性

思维；使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让学生迅速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3] [4]。 
但该课程在实际教学中，未能达到预计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2.1. 教材陈旧、内容滞后 

目前有部分教材是基于实训场景的手工操作实训和基于 3D 仓储模拟系统实训这些角度出发，但场

景虚拟，学生未能对设施设备、货物等进行实际操作。在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双重推动下，以物流

信息技术为核心，《仓储与库存控制》的课程内容更新变化速度也在加快，而在物流学科教学中，实训

教学内容往往滞后于实际发展，造成了学生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有所脱节，仓储与库存控制大部分的实训

教材还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未能及时更新的教材内容导致教师难以教学，学生不易理解、不好消化。

张珍珍通过案例与任务导向教学、项目驱动及线上线下混合资源等方法，对《仓储管理》课程教学方法

进行改革，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教学质量[5]。 
朱佳俐以“仓储与配送实务”课程中的“商品出库拣货作业”为例，通过混合式教学设计，结合线

上线下资源与教学方法，明确了教学目标、策略与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其综合职业能

力，提升教学效果[6]。 

2.2. 实训室设施设备不足以满足教学要求 

虽然本专业已有现代物流实训中心，适用于本门实训课程的设备包括一套仓库货架系统、自动立体

仓库、打包设备、手动堆高机、手动叉车等，但想要建成现代化的物流仓储中心的难度较大，因为物流

技术设施设备比较多、投入较大、更新换代快。在实际的实训教学中，教师通过图片演示法、视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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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传统教学方法进行讲授，学生只能大致了解，并不能对设备进行实际操作。在我院现代物流实训中

心，学生能观察到、甚至使用到的设备有局限性，并且现在的物流企业基本不再使用手动堆高机、手动

叉车等设施设备，基本是全自动堆高车、电动叉车等设施设备。万玲等人以珠海科技学院为例，研究应

用型本科高校智慧物流实训室建设问题，并提出通过校企合作、制定合理建设方案、培养符合行业需求

的数字化物流人才[7]。周淑甄以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研究实训室分散资源利用率不高以及专业

性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出了整合资源、加强校企合作引进先进设备、培训实训指导师以提高指导师的专

业能力等解决方案[8]。 

2.3. 缺乏过程性考核措施 

目前，本校《仓储与库存控制》课程总学时为 64 课时，其中理论课时为 30 课时，实践课时为 34 课

时，该课程考核方式 
以结果性考核为主，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各占 50%，考试分值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侧重点[9] [10]。

实践证明，该考核方式不能准确考查学生平时课程学习和实训环节的情况，不能刺激学生学习积极性，

该现象具体表现为： 
1. 考核方式单一、缺乏过程性的考核措施，致使学生不注重平时课程的学习和积累，部分学生出现

懒散的情况，不重视实训环节的操作和表现，到期末时却仅聚焦于闭卷考试； 
2. 考核时长有限，难以全面了解学生是否独立完成实训任务，导致教师对学生能力的考查结果出现

不真实的现象。 
3. 很多学生组队后未能合理的分工，甚至有一两个学生在实训，其他小组成员基本没有参与实训的

情况。长期以往，学生对队友会产生较强的依赖性，形成不主动思考、不主动参与的现象，有的学生甚

至在整个实训课程结束后仍然一无所获，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张艳新等基于“专创融合”以及科技自立

自强背景下，通过案例与情景模拟教学、实验教学等方法进行改革，通过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

建设第二课堂、优化考核方式等构建“专创融合”新教学模式，在专业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

思维和能力[11]。周蔷以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将 TBL-OBE 耦合模式应用于“仓储管理与

库存控制”课程的教学设计，提升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度，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和岗位适应能力[12]。 

3. 教学改革方案 

针对《仓储与库存控制》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从课程体系和实践平台建设的优化进行课程教学

改革。 

3.1. 理论教学部分进行教学内容重构(见图 1) 

针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要求，根据我校物流专业教学计划的安排和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接受能力，笔

者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本着言不在长，学生有所得的原则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把所有章节的内容提

炼分为三大模块作为理论教学环节的内容，即仓储知识认知、仓储业务操作、仓储技术方法，为后续实

践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3.2. 技能竞赛与专业教学相结合，搭建实践平台 

将竞赛项目融入日常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学科知识的核心内容、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并能够

在实践中运用和拓展所学的知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13]。技能竞赛能够充分引领专

业建设、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4]。笔者将技能竞赛的综合性项目、团队合作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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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course content 
图 1. 理论教学课程内容重构 

 
争等整合到实训教学中，借助市场成熟的物流仓储软件，以物流专业相关的国家级赛事、区级赛事为桥

梁，搭建我院实践教学平台，设计出一套适合我校物流工程专业学生的实训指导手册。 
传统的实训教学一般能让学生掌握出入库的操作流程，掌握在库保管作业的管理方法，学会使用简

单的设施设备，掌握货位编码和货位分配原则等。但是，借助市场成熟的物流仓储软件和我校自编的实

训指导手册，学生可以实现以下教学环节： 
1. 学生能根据客户下的订单、现有的库存信息、车辆的配载情况来设计物流作业方案，并根据物流

作业方案进行实际操作；根据入库计划学生团队自主进行入库操作，完成组托、上架等操作，配合 PDA
手持终端进行扫码拣货验货，错误率能大大降低。 

2. 系统连接流利式货架，能对库存进行时时监控，可设置库存预警，当库存中某件商品出现低库存

时，系统会自动给出补货提醒，同时对库存信息进行实时更新，PDA 手持终端自动采集数据并同步到系

统中，实时更新库存信息；另外可以实现与硬件设备的无缝对接，打通数据，使数据互联互通。 
3. 进行出库操作时，系统会自动将多个客户订单按照货品进行合并，生成拣货作业单和出库计划。

例如，在电子标签出库操作中，发送出库任务后，在 PDA 手持终端点击“周转箱扫描”功能菜单，对应

的电子标签货架仓位就会亮灯，并显示拣选数量，拣选完毕后按灭仓位的指示灯即可完成操作，实现智

能拣选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较低出错率。 
综上所述，该教学模式能让学生真实的感受到物流企业的运作环境和运作模式，有效地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际企业仓储管理作业，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训项目，让学生在实训中应用管理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掌握操作技能，提高团队合作和协调能力，激发创新意识。 

3.3. 走进企业、现场教学 

因校内现代物流实训中心设施设备较为陈旧，笔者组织学生走进相关的物流企业，进行现场教学，

结合学生的岗位实习环节，让学生接触到目前企业先进的设施设备，并能熟练的进行操作，让学生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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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实训–企业中循序渐进，步步加深学生对仓储的理解和动手能力，使学生能够快速胜任岗位工作

[15]。 

3.4. 合理分配考核指标，注重过程性考核 

笔者针对课程考核方式存在的问题重新分配了考核的分值，其中平时成绩占比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比 30%。平时成绩由考勤(5%)、平时作业(15%)、实践过程表现(10%)、分阶段实践考核(20%)和实践报

告(20%)组成，笔者根据当前课程考核方式存在的问题，制定“仓储实践表现评分表”、“仓储实训评分

表”和“实训报告”，具体如下： 
1. 实践过程表现评分按照“仓储实践表现评分表”的评分标准(如图 2)，由自评和小组成员评价进行

综合评定，按照优秀、良好、较好、一般四个等级评价，综合评定取所有评分数的平均分。 
 

 
Figure 2. Performance rating table for warehousing practice 
图 2. 仓储实践表现评分表 

 
2. 分阶段实践考核的成绩以每一项实训任务的演示为依据，采用学生评分(占比 50%)和教师评分(占

比 50%)相结合的评分方式进行打分，评分标准依照“仓储实训评分表”(如图 3)进行考评。 
3. 实践报告成果要求每个学生填写“实训报告”，一共需要填写五份实训报告(四份实训项目和一份

企业见习)，具体内容包括实训时间、实训地点、实训项目、实训目的、实训内容、实训总结和教师评分。

实践报告成果在总成绩中占比 20%，最终分数取五份实训报告中教师评分的平均分。 

4. 实施效果 

《仓储与库存控制》实训课程在 2018 级物流工程专业 1、2、3 班共 116 名学生中试应用，通过对学

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体会进行回访，效果如下： 

4.1. 内容丰富且贴近现实岗位，团队协作能力提高 

笔者将实训课程中典型的工作任务与技能竞赛相结合，以工作岗位的核心工作任务为驱动，配合成

熟的仓储作业管理软件的使用，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多学生表示，很多工作任务需要小组成员

通过共同讨论、分工合作的方式完成，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的学习效率大幅度提升；在走进企业学习的过程中除了能接触最

先进的设施设备，还能真正的了解到物流企业的现状，能对物流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也对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反馈，让物流企业更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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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coring table for warehouse training 
图 3. 仓储实训评分表 

4.2. 过程性考核细化，学生反映良好 

为综合评定实践课程的教学效果，笔者对实践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细化，通过学生自评与教师评价

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实践成果做出客观的评价。大部分学生反应，学生在自评与评价他人的过程当中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3126


莫权丽 等 
 

 

DOI: 10.12677/ve.2025.143126 85 职业教育发展 
 

可以对所学的项目进行巩固和提升，还可以针对其他小组的操作情况提出一定的意见和建议；学生也可

以通过实践课程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评价，能更加清晰直观的反映自身的不足和日后的改进方向，评判

性思维形成的同时反思能力也得到提高。 

4.3. PDA 手持终端不稳定，影响上课进程 

在实际的应用工程中也遇到了困难，比如 PDA 手持终端不稳定，因为软件不断的更新，PDA 手持终

端的版本跟不上，一旦 PDA 手持终端卡住，学生就无法顺利进行下一步操作，学生只能重启设备，再次

进行重复操作。解决的方法是：重启 PDA 手持终端；更换实验室 PDA 手持终端，让 PDA 手持终端与系

统软件相匹配。 

5. 结论 

根据教育部新工科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笔者在《仓储与库存控制》课程中进行教学内容重构，实

训教学以技能竞赛为导向，创建实践教学平台，优化课程考核方式，结合现代物流企业的岗位需求分析，

让学生走进企业，进行现场教学，改变了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主动性、培

养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为步入企业、服务地方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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