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国际物流学 
授课 
对象 

大学本科三年级     物

流管理专业学生 

课程类型 综合素质类   专业教育类 课程 
学时 48学时 

开课期数 6期 学   分 3学分 

是否为马工
程教材相应

课程  
□是     否 是否使用 

马工程教材 是     否 

授课类型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混合式课程 

选用教材或 
主要教学资

料 

教材： 

《国际物流与货代通关实务教程》，夏天娇主编，东软电

子出版社，978-7-89436-470-8，2017.1 

《国际物流学》刘丽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9787302463337，2017.7 

《国际物流学》，白世贞、沈欣主编，科学出版社，

9787030273826 ，2010.6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刘志学主编，电子工业出版

社出版，9787121139451 ，2011.7 

《国际多式联运理论与实务》，李金龙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9787302442295 ，2016.8 

线上资源：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4768856.html 

信管系 FTP 资源网站：FTP:ftp://information.dept.ccniit.com/ 

 

教学改革情

况 

1.已完成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2.已完成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 

3.已完成教材建设； 

4.逐步完善进一步加强课程网络建设； 

5.已完成创新的课程成绩评定改革。 

1-2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课
程
负
责
人 

姓名 王晶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10 

职称/职务 
副教授/专任

教师 
毕业学校 
/学历学位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 

研究方向 

供应链管理、国
际物流学、企业
智慧信息化管
理 

手   机 18980801988 



已获得的省
级及以上的
荣誉奖励、
已完成的课
程建设与教
学改革成果 

1.四川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企业资源规划 

2.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MOOC 视野下“O2O 式”有机生

态学习系统的构建  16SB0304 

3.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基于互联网区块链逻辑

架构助力政府部门发挥扶持、监管双效力  Xq20C02 

4.四川省重点项目  全球视角下软件本土化推进与研究—

—Infor本土化校企合作项目 18ZA0005 

 

课
程
团
队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王丰泽 女 1990.04 助教/专任教师 
教学设计、网站管理、

案例收集 

王敏 女 1993.01 助教/专任教师 实验项目设计 

李雨洁 女 1992.06 助教/专任教师 实践项目设计 

胡立琴 女 1989.05 讲师/专任教师 视屏素材搜集、整理 

杨萍 女 1986.05 讲师/专任教师 思政元素挖掘及融合 

谢建 男 1959.01 高工/专任教师 教学大纲制定 

罗玺 男 1985.08 讲师/思政教师 思政题材案例搜集 



二、课程建设 

2-1 教学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

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本课程以 OBE 理念为

基础，以 TOPCARES 教育理念为核心，着力优化重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加

强课程体系设计，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完善过程评价制

度。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

体，将理论与工作实践紧密联系，采用“理论基础+实践实务操作+岗位技能

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不仅使学生能够对国际物流的发展现状、国际

贸易术语理论知识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教育引导学生把国家、社会、公

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养，自觉把

小我融入大我，不断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社会的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关于课程实践操作，如国际物流中的报关、报检、通关、国际仓储以及

国际货运代理等实践知识，本课程将通过时事案例、角色扮演、仿真操作等

教学手段，教育引导学生学思践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提高

学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

力。 

 

 

 

 

 

 

 



2-2 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 

一、建设思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做

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要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思想政治工作应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要坚持以德树人，全方位育人”的要求，本课程坚定的将思政元素融入到

国际物流学这门专业课程的教育教学建设中。国际物流学是一门专业核心课，

课时安排共为 48 学时，其中理论学时 40 课时，实践和实验课时分别为 4 课

时，又因该课程背靠“一带一路”时代大背景，使其成为思政教育与课改的

对象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思政课改中，以学生的职业操守、职业素养提高

为目标，推动思政教育浸入心脾是很多教师采取的方式。根据课程目标、课

程特点以及学情分析，以“大国情怀、胸怀世界” “信义忠诚、职业素养” 

“关注国利、实力爱国”为框架，将“政治原则、家国情怀、创新思维、视

野与人格”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植入学生心中，凸显了该课程的时代使命及教

育价值。 

二、课程设计 

1.思政教育学情与专业课程教学学情衔接。 

当前，高校的培养对象大多是“90 后”、甚至是“00 后”的青年学生，

他们成长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时代，具有一些时代的特

点，如个性较突出、思维多元化、有理想有信念、信息接收途径多、教育环

境优越等的优点，但是伴随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各种突涌而入的新思潮，也

同时会导致当代大学生的价值理念产生偏差，如以自我为中心、抗挫折能力

差、偶像目标模糊、知识分辨能力差、对思政教育缺乏热情等缺点。课程思

政就是深入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将专业知识教育同

价值观教育结合、寻找专业学科知识体系与德育知识体系的“通点”以达到

“润物细无声”德育效果。如表 1 所示，思政元素设计的范畴包括：做人做

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与责任。课程的

学习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 

 



表 1 课程思政元素的范畴 

序号 
课程思政类

型 
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目标 

 

 

 

1 

 

思想信念和 

人格塑造 

有信仰、讲信仰、

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

富有创新创业精

神，社会责任感 

教育要解决学生的信仰问题——有信仰、讲

信仰，并引导学生摆正“为学”与“为人”

的位置，搞清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关系，

通过小人物体现大情怀，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2 

 

兼具历史视

野和世界视

野发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

值观 

国家层面：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 

帮助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理想信念

模糊，价值取向偏差问题，培养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自信心。 

社会层面：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 

提升个人品德修养，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职业素养、处事原则。 

个人层面：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

爱心与奉献意识。 

3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的理想与责

任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

神，实现中国梦。 

2.思政教育目标与专业课程教学目标的结合 

“一带一路”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也不只是简单的国内、国外的合作，

其目的在于把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充分利用，实现世界一体化建设，让亚欧经

济发展秩序可以重新得到保障。本课程将教学模块与“一带一路”密切关联，

通过该课程思政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怀忠诚、讲信义，符合时代之需和人民

之企盼，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同时该课程思政教育还

将引导学生公忠为国、爱民爱国，强调个人要秉公去私，以公克私， 崇德重

义，修身为本，进一步达到家国的和谐统一。同时引领学生用国际视野思考

问题、分析问题，这也是课程的重大使命。在当今中国物流行业国际化趋势

的推动下，该课程思政将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重要的启迪意

义（如表 2所示）。 

 

 

 



表 2  思政教育目标与专业课程教学目标的结合 

序号 授课要点 思政内容融入

点 

授课形式与教

学方法 

预期成效 

1 “一带一路”

与国际贸易及

物流 

爱国、民族自

信、文化自信 

视频与讲解，分

析与讨论 

培养学生大国情

怀 

2 贸易术语 关心国家利益、

诚信、责任 

讲解、分组讨

论、实际操作展

示、点评 

培养学生遵纪守

法、开拓创新、具

有国际化视野和

敬业的责任感 

3 通关报关 爱国、公正、平

等、信义、忠诚 

讲解、讨论、实

际操作，作品展

示、点评 

培养个人和集体

荣誉感，培养人人

讲诚信的职业道

德操守 

4 报检 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 

讲解、案例分

析、讨论 

提高思想水平、政

治觉悟、道德品质

等素养 

5 实践环节 创新精神、诚信

素养、团队协

作、课赛融合 

分组讨论、实践

模拟、点评 

培养积极向上和

主动学习的态度

和习惯，在实践中

认识和发现真理

与知识 

6 考勤、作业与

考试 

诚信素养、工匠

精神 

点评、分享、翻

转课堂 

培养学生做人做

事基本道理，做好

自己的小事，管住

自己的小毛病，搞

清楚做人做事做

学问的关系。 
 



三、教学效果 

3-1 教学效果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

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要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思想政治工作应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要坚持以德树人，全方位育人”的精神，我系（信息管理系）已构建了以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体系，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做到课程问问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根据近 3 年 342 人在校生统

计，其中党员占 5.8%，预备党员占 5.3%。下面是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立德树人方面 

    已建立和完善课程组教师机制（专素融合）。根据近 3 年统计，国际物

流学课程共开展师德师风教育、课程思政讨论会近 96次。通过会议研讨交流，

使专业教师能充分利用实时热点、新闻要点、热点话题，把思政教育融入所

在教学活动和点滴的师生交往中，比如上课会讨论中美贸易摩擦对物流业的

影响，猪肉涨价背后的原因，如今的贸易摩擦带来的供应链变化和以前的鸦

片战争有什么相似之处等等。通过实践，发现学生们首先学习态度上更加积

极，更能主动去关注、关心国家大事，其次更能规范和约束自己的作息习惯。

如出勤率稳定且保持在 100%，作业提交次数率近 99%，正确率高达 88%以上。

最后，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实训中，学生们能以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

精神要求自己，使得每年相关实训企业对我们学生的满意度高达 95%以上。 

    二、教学评价及育人方面 

根据课程组每学年度的教学大纲制定可以看出，本课程能准确阐述本课

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意义及作用。通过每学年的教学总结对比

可以看出其教学目标明确（包括理论知识、能力技能、职业道德）。通过学

情调查，在学习这门课后，能让学生树立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率达到 85%；

通过课程实践操作及课赛融合比赛项目，使学生更能树立法治公正、诚信服

务的精神，其中，获奖人员共 6名。优秀毕业论文 1名，通过这种专素融合，

思政融合、课赛融合模式，能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它

不再是仅仅停留在 23个字的记忆层面上，二是赋有课程自身特色的具体内容。 



3-2 示范辐射 

 

本课程秉承学校“教育创造学生价值，学生创造社会价值”的办学理念，

结合办学实际，借鉴国际先进工程理念 CDIO，构建了 TOPCARES一体化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已累计为社会培养了近 2 千余名毕业生。近三年累计 150 余

人次获省级以上奖项，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94%以上，人才培养质量得到

了用人单位、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国际物流学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

向，在 T-C 理念的指导下，理论教学讲究“精讲多练”，实践教学侧重面向

行业应用的进阶式实践，根据生产、运营及服务的技术和流程，对专业课程

体系的结构、内容和次序进行重新设计，构建了专素融合、能力导向、“五

级项目”牵引及内容动态更新的一体化课程体系。集中实践等环节基本配备

校企双导师。通过校企深度合作，构建了基于行业背景的实践环境，并结合

立体化教学资源和“四实”（实验、实训、实习、社会实践）实践教学体系，

强化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四、政策支持及配套保障 

 

学校对示范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加强

示范课程、精品课程建设，确保其建设质量，学校领导重视，制定了相关政

策、在经费投入、人员保障、教学条件等方面得到了保障。 

一、领导重视 

院系成立了以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为主体的《国际物流学》课程建设

团队，相配套的课程建设保障工作也指定了专人负责。 

二、制度规范 

学校出台了《成都东软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制）订指导意见》、

《成都东软学院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提高工程实施意见》、《成都东软学院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成都东软学院关于加强校企合作教学

管理工作的意见》、《成都东软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修（制）订质量标准》、

《成都东软学院校企合作质量评价标准》等文件，使示范课、精品课做到有

章可循，制度规范。 

三、配套保证 

学院一方面从制度和评价体系上鼓励和促进思政课程的建设，同时通过

对思政课程的立项，提供经费保证。目前该课程还拥有一个校内实验室和两

个校外的实训基地，充分保证了课程的实践性和学生视野的拓展。 

四、人员保障 

学院和系部专门成了了课程思政课程组，通过培训、讨论会等方式交流、

传播思政课程的要领、精髓，完善专业教师思政授课的知识体系和教学设计

方法。并在最终课程实施中全程有专职思政教师指导、监控、反馈和督促改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