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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流管理专业的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

究》课题简介 

 

一、本课题研究目的与范围 

    本课题主要从分析物流领域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入手，构建课程体系，实现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

技能标准对接具体而言，本课题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对物流管理专业职业岗位群分析。 

2.总结物流岗位的工作任务，归纳典型工作任务，研讨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对应的物流岗位所

需的职业能力。 

3.以物流工作任务为导向，制定学习领域课程体系。 

4.设计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 

 

二、本课题相应学术领域内国内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情况 

针对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教育界的一些机构、学者从不同方面、

角度做了一些研究。通过检索和查阅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多种电子数据

库和其它各类文本文献,国内关于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对专业核心课程标准构建的基本理念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专业核心课程标准构建的操作策

略。如姚庆文，丁辉常所撰写的《高职专业核心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研究》；  

二是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对接研究，如沈卫青发表的《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

职业标准对接研究——以吴江中等专业学校机电专业为例》； 

三是职业教育课程衔接模式研究，如胡丽霞所撰写的《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衔接模式的实验研

究——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综观以上,国内在“基于物流管理专业的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上已

开展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学术界与实践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并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

奠定了基础。但笔者在梳理职业标准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关联的文献，发现三个问题：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b2%88%e5%8d%ab%e9%9d%92&scode=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3%a1%e4%b8%bd%e9%9c%9e&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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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论著已有部分关注高职课程标准与岗位的对接，但对于物流专业课程标准和岗位对接

研究较少； 

 许多文献都谈到高职课程应与职业标准、岗位衔接，但衔接的具体操作方式方法并未提及，

岗位能力标准转化成高职课程的成果体现少有论及； 

 如何保障衔接（转化）的顺利完成也提的很少。 

这些都是与引入职业标准改革当前高职课程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直接影

响改革的进行。因此，对物流管理专业的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深入研究是非

常有必要的。 

通过对企业调研明确职业岗位，分析典型工作任务，研究以典型工作任务和生产项目为载体，

分析作为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所需要掌握的技能、知识、以及素质目标根据岗位的职业技能编

制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社会能力。 

目前，高职物流专业教学模式以学校培养为主，沿用学科课程体系及传统的培养模式，这样培

养的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与企业岗位要求差距较大，企业还需要对毕业生进行长时间的岗前培训。

为了解决企业用人与学校培养不对口的矛盾，本课题将通过课程与岗位对接，“零距离”培养人才。 

 

三、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取得主要进展及应用价值 

本课题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从企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素质等视角来分析高职人才培养，课

程标准的构建突破原有的简单的课程大纲模式。具体的成果如下： 

1.开展了问卷调查，形成了 17份企业问卷调查表 

2.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岗位群分析的调研报告。 

3.发表了 3片关于课程标准的论文。 

4.根据岗位技能要求制定了物流管理专业 13门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 

本课题的应用价值在于通过“物流企业岗位任职要求—课程标准”贯穿以学生能力形成为核心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基于物流管理专业的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的研究

与实施有助于全面提高高职物流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高职物流专业的教育

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推广途径：研究成果（课程标准、课程体系、修订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将在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推行，以一年为时限，比较往年同期教育教学质量的差异，同时结合师生的实际感受，

对成果进行总结。研究成果通过文献、各种方式、途径向省内兄弟院校物流专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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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的不足，存在问题及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一）研究成果的不足 

本课题在调研过程中，选取了吸纳学生就业较多的近 30家企业开展调研，主要以第三方物流企

业为主，调研的方式主要以电话访谈和邮件为主，但苦于人力、财力和空间限制，致使调研的企业

类型及企业所提供的岗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课题中岗位技能分析以及课程

标准的研究。 

从选题到研究报告成形，课题团队尽最大能力开展研究，但是，通过查阅国内外资料，了解到

目前国内外关于岗位技能标准与课程标准对接的理论和实例较少，在本课题研究中对于岗位技能标

准与课程标准的对接的方法、对接思路缺少一些理论支撑，研究缺乏进一步深入。今后会继续深入

研究。 

（二）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将分方向有针对性地对国际物流、速递物流、冷链物流等物流岗位开展调研，分析物流岗位群

及岗位，梳理各岗位所需具备的技能、素质、知识，根据行业发展及岗位任职能力发展修正课程体

系与课程标准，从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