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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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研究目的是依托专业教学工厂——大学生速递中心（速递实训室），开展提

高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研究和实践。 

主要范围包括： 

（1）教学工厂真实职场氛围和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完善 

课题将进一步结合速递中心具体情况，与企业紧密合作，进一步增设相关设施设备，

开展软文化建设，构建具有企业真实职场氛围和企业文化，又有速递中心个性特点的工

作环境，为学生实习实训，提高综合职业能力创造更优越的条件。通过在速递中心的实

习实训，探索如何更有效的使物流专业学生掌握各种现代办公设施设备的应用，掌握先

进物流企业操作系统、管理软件的应用，熟练掌握物流（速递）企业业务基本技能。 

（2）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课题将结合速递中心的运营实践，进一步探索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探索培养既

有较强核心能力和通用能力，又有较强专业能力的高职物流人才，提高学生培养质量。

探索与校企合作的运作模式，在签订相关协议基础上，如何细化相关沟通、联系、开展

合作的方法与途径，研究有关保障制度的建设。改革本校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如何更好地发挥教学工厂的作用，探索有本校特色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

式。 

（3）开展相关课程改革与实践 

课题将结合速递中心日常运营与管理实践，在既有《物流基础》、《仓储与配送实务》

等课程实施教学内容模块化与速递中心业务结合开展教学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将

《物流统计》、《物流客户服务管理》、《物流服务营销》、《物流运输实务》等课程与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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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日常运营与管理相融合的课程改革。开设《物流企业网点运营综合实训》课程，探

索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方式与途径。尝试通过项目化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开展团队合作

方案制作、学生自己拍摄业务 VCR短片，班组竞争、业务示范等方式，探索学生自我学

习、自我成长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4）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实践 

课题依托大学生速递中心，结合速递中心既是企业运营网点又是学校实训室的双重

特点，结合学校实际，探索在速递中心设置市场部、运营部、人力资源部、综合部等部

门，划分收派员、仓管员、市场专员、人力资源专员、财务员、秘书、后勤专员、值班

组长、部长、店长等岗位，实施班组值班制度，营造速递中心的职场氛围，通过每天的

具体业务处理，如运营部门的收派件操作、服务礼仪、客户沟通等，人力资源部门的员

工招聘、培训与考核，市场部的数据统计、调研与市场推广活动等，综合部的每日工作

日记记录、例会与记录、门店企业文化设计与维护、财务部门的后勤物资管理、财务处

理等岗位业务，店长、副店长、部门部长及带班组长的综合管理等，探索既有制度化、

规范化，又鼓励实习学生个性化和创造性的职场氛围和企业文化，全面提升学生的交流

表达、数字运算、革新创新、自我提高、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信息处理等能力，全面

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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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综合职业能力，目前国内外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德国将职业能力定义为职

业行动能力。德联邦职教所认为，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一门或若干相近职业所必备的本

领，是个体在职业工作社会和私人情境中科学的思维、对个人和社会负责任行事的热情

和能力，是科学的工作和学习方法的基础。荷兰 CBL体系认为职业能力应该综合知识、

技能、态度和个性特点，为个体能够符合特定的工作、教育和社会文化的要求发挥作用。

职业能力由工具包（知识+技能+价值观）、情境+角色、行动、结果、自我反思、洞察力

和标准构成。我国教育部有关文件强调职业能力是“综合职业能力”，是一个人在现代

社会中生存生活、从事职业活动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主观条件，包括职业知识和技能、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经营管理、社会交往能力、不断学习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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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劳动部课题《国家技能振兴战略》中首次把人的职业能力分成了三个层次：职业

特定能力、行业通用能力以及职业核心能力。特定能力是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职业、工

种和岗位上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划分的 1838 个职业中。相对说来，

特定能力是一个窄口径范围。通用能力是表现在每一个行业或者相近工作领域的，存在

一定共性的能力。核心能力是存在于一切职业中，从事任何工作都需要的、具有普遍适

用性的能力。相对于特定能力和通用能力，核心能力往往是人们职业生涯中更重要的、

最基本的技能，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和更广泛的迁移性，对人的影响和意义更为深远。

根据劳动保障部组织制定的标准，核心能力分为八项:交流表达、数字运算、革新创新、

自我提高、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和外语应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综合职业能力定义为知识技能、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等

三个要素的高度概括和融合。知识技能是指专门知识专业技能和专项能力等与职业直接

相关的基础能力，是进行职业活动所必备的基本条件方法能力是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

工作方法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能力，掌握方法比掌握知识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迁移性和适

应性。社会能力是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组织协调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及社

会责任感等社会行为能力，是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保障。如果在具备一定知识技能的基

础上又能掌握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将使职业活动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对职业能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职业能力为导向，

重视实训教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到了普遍认同。一些高职院校与

专业培训机构也在探索各种能力的培养方式，如深职院关于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探索、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推行的通用管理能力认证等。周之良（2009）指出用“校企联合破

解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难题”。余芳, 何海翔（2009）提出了“采用集群式模块课程

体系”和重视“综合职业能力的日常教育”两个主要观点。张瑞红（2011）提出“以比

赛促练，以考证促学”等方式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牛国鹏（2013）提出要“课程

模式创新、多证书、校企合作、考核模式改革等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3、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取得主要进展及应用价值。 

（1）本课题依托具体平台开展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当前国内外对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设计和整体规划方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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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对整个高职教育的理论分析，缺乏对具体专业实施或开展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研

究，缺乏对物流专业依托具体平台(如教学工厂)等开展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研究，往往

显得高屋建瓴，但是具体实践起来困难重重。本课题依托我校物流专业教学工厂——大

学生速递中心，设置真实企业环境与职场氛围，结合速递中心日常运营管理业务，能够

有效的开展物流人才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并取得成果。 

（2）本课题依托教学工厂开展课程融合与项目化教学实践，探索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并实施。 

（3）本课题结合教学工厂营运，探索深化校企合作，建设合作长效机制。通过项

目实践，探索校企双方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共同点，建设长效合作机制。 

 

4、研究成果的不足，存在问题及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项目实施以来，结合校中厂“大学生速递中心”，开展了相应研究，取得了一些成

果。但受研究时间较短及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水平有限等影响，使课题的研究深度还不够。

研究成果主要基于基本框架、能力培养模式等宏观层面，对于综合职业能力的测定、评

价等并未进些详细探讨与研究，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对该模式下综合职业能力培养

的评价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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