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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物流类学科专业创新人》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学校物流类学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式研究与实践》内容简介：物流的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
纪初的美国，当时被称为Physical Distribution（即PD），译成汉语是“实物分配”或“货物配送”
。1963年，物流概念传入日本，当时的物流被理解为“物流是制品从生产地到最终消费者的物理性转
移活动，具体由包装、装卸、运输、保管以及信息等活动组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物
流学科在世界各国日益受到重视。适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先后设立了物流管
理与物流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并专门成立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协调指
导物流类学科专业的发展。近年来，全国物流类专业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截至2009年，全国物流
管理本科专业布点数达284个，物流工程本科专业的布点数达58个，两个专业总计布点数达342个。在
专科层次，几乎所有的专科学校，均设置了物流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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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优化课程结构　　根据培养目标和规格标准，通过分析物流专
业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领域、知识单元和知识点，明确课程先修和后修顺序，进一步深化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改革，构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结构体系。　　课程结构实行模块化，理
论课程分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由公共课、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四个模块组
成。选修课程由学科基础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跨专业选修课四个模块组成。选修课程
开设比例不应低于30％。同时，优化学科基础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设置，把拓宽专业口径与灵
活设置专业方向有机结合。　　积极推进前期按大类培养，后期进行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构
建由公共课、基础课、部分学科基础课组成的专业大类课程平台。目前，实现按二级专业类招生，按
专业类培养。逐步实现按学科大类课程打通培养，允许学生在第4或第5学期选择专业。　　各专业的
理论课程课时总量（含实验）4年制本科2400学时，150学分，努力改变课堂讲授所占学时过多的状况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和空间。　　2.大力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　　物流专业作为应用型学科，应该合理制订实践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综合性与创
新性实验。对于实验学时超过8学时的课程单列实验课程并单独实施考核，保证实验、实习、社会实
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时间和效果，而且在实践教学方案中各实验室应建立学
生尽早进入实验室研究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应占理论课程学分的20％，30学分
左右。　　3.推进素质教育，构建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培养
方案中改革“专业基础、专业、专业方向”为主线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努力确立“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为主线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为了提升大学生的人文和科技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为
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物流专业要注重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第二课堂包括思想素质教育课
程模块中的各门课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社会实践课程、团委和学
生工作部门组织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还包括实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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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收到就看了,对从事物流教学工作的人来说还是不错的
2、虽然内容是针对本科院校的，但对高职院校的专业改革也大有帮助。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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