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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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课题研究目的与范围 

1、研究目的 

研究理工类专业契入物流学科竞赛下的教学方式与途径，以解决专业教师课堂教学

互动性问题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率问题。教师如何通过学科竞赛机制调动和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与学生之间真正形成有效的互动；学生如何借助学科竞赛找到自主

学习的切入点，激发自主学习的自我成就感。 

研究理工类专业契入物流学科竞赛下的教学体系，包括研究学科竞赛下理工类专业

教学大纲中课程的灵活设置问题，学科竞赛下理工类专业教材的合理规划与选择问题，

学科竞赛下理工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实施问题。 

2、研究范围 

本课题着重研究物流学科竞赛在理工类专业课程中的应用与实践。通过分析学科竞

赛的特征要素及案例教学的特点，进行两者相互耦合的教学模式设计，进而通过课堂实

施，有效将案例教学与学科竞赛进行融合。并通过建立相应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对其实施

的效果进行评价。 

 

二、本课题相应学术领域内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情况 

关于学科竞赛的功能与机制，王晓勇等（2007）认为大学生学科竞赛有着常规教学

不可及的特殊的创新教育功能，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

量，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构建大学生学科竞赛长效工作机制，形成学科竞

赛系列化、全程化和品牌化进行了探索，使高校的学科竞赛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一条

有效途径。严薇等（2008）从教学改革、教学水平考核、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分析

了学科竞赛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推进高校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考察各高校

办学水平；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实现个性化培养的重要途径。刘长宏等（2010）

通过阐述学科竞赛意义，提出科学的竞赛观和组织竞赛原则，构建了常态化、普及化、

推广化学科竞赛体制，采取项目、联动、激励的机制，形成组织、保障、培训、反馈的

学科竞赛人才培养新模式，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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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竞赛与人才培养，林木辉等（2011）分析了当今大学教育存在主要弊端和

阐明学科竞赛的作用，指出开展学科竞赛能促进高校教与学效率的提升，提出以开展学

科竞赛的形式克服高校在教育质量上存在的问题，促进大学在管理体制、教师教学和学

生能力培养方面的创新。李金昌等（2011）提出实践教学与学科竞赛相结合，以学科竞

赛为载体，搭建学生创新平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高。并认为学科竞赛是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有力抓手，还将引领实践教学改革，

开发新型的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推进学校形成具有实践教学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提

高教学质量，最终提高培养创新人才的质量。 

现阶段，学科竞赛在高校教学应用实践中被逐渐接受并广泛应用。但是将理工类专

业契入到管理类学科竞赛，并将之应用到专业教学中，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这一方面，

也鲜见高校应用这一教学模式。 

三、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取得主要进展及应用价值 

1.主要创新点 

本课题将理工类专业与物流学科竞赛进行融合，提出一种基于案例教学下的新型教

学模式。通过规划与设计理工类专业契入物流学科竞赛下的课程体系、教材建设以及实

践教学，为解决理工类专业学生文理融合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探索。 

2.取得的进展 

本课题发表相关教研论文一篇。以学科交叉竞赛为契机的高校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变

革研究*——以武汉工商学院环境工程专业为例在《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vol7.No.3 上

发表。另武汉工商学院学院在全国物流设计大赛、全国节能减排大赛、“飞思卡尔”小

汽车设计大赛等全国性大赛上参与度提高，并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为该课题的研究提

供了实践的支持。 

3.应用价值 

以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为主导的物流学科竞赛，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对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不仅物流类专业，管理类专业甚至理工类专业都

有大量学生参与这项赛事，给高校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思考。 

为此，本课题所研究的理工类专业契入物流学科竞赛，首先选取合适的学科交叉点，

理工类专业就可以很好的契入到物流学科中，如，绿色物流、低碳物流就是环境经济学

或环境工程与物流管理的结合，进而通过物流学科竞赛，达到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和促

进教师教学改进的作用，从而能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以及促进专业教学模式创新。因此，

研究理工类专业契入物流学科竞赛下的教学模式，具有如下的意义： 

（1）促进专业教学质量提升 

                                                        
* 基金项目：2014 年全国高校物流教改教研课题（JZW2014078）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e%97%e6%9c%a8%e8%be%89&code=10549925;06667877;06669478;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8e%e9%87%91%e6%98%8c&code=09402940;1028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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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科竞赛为契入点，可以促进教师积极变换教学方法。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师必须改进单一的教学模式，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例如，课程教学

中采用案例教学，加强学生动手操作，全程实训教学，教学过程引进任务驱动教学法等。 

以学科竞赛为契入点，可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的过程中，学生在自学过程中有了明显的学习目标，也有了阶段性的学习成果，容易调

动其自主学习积极性。同时，教师也会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大大调动学

生的学习热情。 

（2）促进专业教学模式创新 

以学科竞赛为契入点，可以整合课程内容，调整教学计划，改变评价模式。在完成

学科基础教学之后，教师必定以学科竞赛的要求为出发点，增强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学生不但能增长知识，而且能增加技能学以致用。同时，改变以往单一的学生学

习评价方式，通过将学科竞赛纳入期末评价范畴，以作品代替考试，学生的考试成绩根

据学生完成作品的效果进行评定，这种学习评价方式更加科学。 

（3）促进专业教学管理的改革 

以学科竞赛为契入点，首先是带来对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的改革。对于获得不同级

别的学科竞赛成绩，教学管理部分可以制定不同的鼓励设施，奖励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

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在学生评价方面，克服以往评价中高分低能，重结果轻过程的

弊端，对获得学科竞赛不同等级的学生给予不同的学分奖励，将学科竞赛纳入到正常教

学体系中。在教师评价方面，可以克服以往教学管理者对教师难以有效评价问题，对教

师评价可以参考指导学生学科竞赛所获得的等级进行适当的量化。 

 

四、研究成果的不足，存在问题及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本课题结合理工类专业教学实际，对学科竞赛与案例教学的耦合模式进行研究与探

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与学科竞赛相匹配的案例的收集和整理困难等问题，需要

教师深入企业调研以及翻阅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案例的编写。因此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为

案例收集、整理、分析等方面，尤其是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撰写企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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