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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简介 

按照下列提纲编写，要求简明扼要，实事求是，不超过 3000字。 

1、 本课题研究目的与范围。 

2、 本课题相应学术领域内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情况。 

3、 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取得主要进展及应用价值。 

4、 研究成果的不足，存在问题及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1.本课题研究目的与范围 

本课题从我国物流管理类应用型本科生的创业实际需要出发，围绕大学生创业能力

和创业素质的提高来研究物流管理专业课程的内容结构和实施模式，以促进二者的有机

融合。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物流管理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研究 

（2）创业教育的目标与定位研究 

（3）物流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研究 

（4）物流管理专业教育融合创业教育的路径、方式、方法、策略研究 

（5）物流管理专业与创业教育的融合实践 

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从实践找到物流管理专业教育融合创业教育的路径、

方式、方法、策略，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反复修正。 

2. 本课题相应学术领域内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情况 

当前我国本科教育从培养目标上基本可以分为应用型和研究型两大类。应用型人才

的要求普遍倾向于实践能力高于研究型人才、理论能力高于高职高专类技工人才，这都

对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我校这种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来

说，专业内容体系的确立、教学资源的拓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善以及其他一系

列课程改革措施都将对物流管理应用型人才的培育打下关键的基础，而在我国高校广泛

实施创业教育的新形势下，应用型人才培养又有了更新的内容和更高的要求。 

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在1988年10月提出：“高等学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

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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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是培养最具有开

创性个性的人，从就业教育走向创业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中国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高校的创业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适应各种需要的创造

性人才，为学生的择业、就业打下良好基础，从而实现国家对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

其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创业教育最早兴起于美国，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直到

本科、研究生的正规教育体系。印度的大学基本上都设有创业中心。2002年我国教育部

确定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为创业教育试点。2010年，教育部成立“2010-2015年高等学校

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召开相关会议并下发相关文件。2012年，教育部下发了《普通

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创业教育的方向。经过这些年

的实践探索，创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亮点，但也存在创业教育课程设计、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就业教育融合等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中

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如何融合是摆在当前这些高校面前的重要教改课题，而应用型本科

的物流管理专业在近年蓬勃发展的状态下，也需要对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路径和

方式有更深入的理性思考。 

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作为热门专业的物流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就业压力不

断增加，每年的就业形式十分严峻，以创业教育推动就业，创业带动就业的导向给高校

教学和改革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内容除了纯粹的物流核心专业课

程以外，也涉及企业生产运营、客户关系、营销推广、财务控制等诸多企业经营管理的

内容，因而更容易催生优秀的创业者和管理者，这使得创业教育同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变

得尤为必要，也促进了这些高校从注重学生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知识的能力向注重创新精

神、创业素质的培养不断转变。 

当前教学改革中关于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的问题，国内一些高职院校因其实践

性更强研究相对较多，如曹洪涛、赵文蕾《四维融合模型：高职院校专业教育与创业教

育研究》（2012）和王若梅《高职创业教育与专业学科教育的衔接互动研究》（2012）。

而对于应用型物流管理本科来说，二者相互融合的研究目前还并不充分。因而有必要从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将创业教育和物流管理专业教育有机地融合，为转型中的中国

经济培养更多生机勃勃的创业者，为不断变革中的产业提供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

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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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取得主要进展及应用价值 

本课题的创新点在于将物流管理专业课程的教育和当前亟待解决的大学生就业问

题、大学生素质教育问题、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符合新一轮高校教学改

革的思路和主旨，以及将传统的因材施教运用于对大学生创业教育分层分类的实施思

想。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文章《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融合下的物流管理专业考试改

革》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物流技术》2014年第 9期，文章《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中融

合创业教育的实践探索——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发表在省级期刊《长春大学学报》2014

年第 8期，以及 4万字的研究报告《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

研究》，并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思想不断贯穿于物流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中，使

本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大幅度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

率。 

4.研究成果的不足，存在问题及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尽管本课题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和拓展，包

括实践性课程教材的撰写问题、物流管理应用型本科实践与物流和相关企业紧密衔接的

问题、以及为提升物流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而进行的专业特色化培养问题。今后还将不断

努力，为物流管理专业化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进行不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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