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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应用型物流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手段，对于培养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起到有利的保障作用。创建创新
培养、学科竞赛和实践教学三大体系，通过学练一体、赛教结合、产教融合三种核心手段，针对性地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模式，人才培养质量取得良好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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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mode and mean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logistics talents will play a favorable role in the culti－
vation of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enterprises. We will create three systems: innov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disci－
pline competition system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Through three core means of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combi－
n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teaching, and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we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practice ability, and constantly explore and practice to gradually form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logistics tal－
ent training mode based on the three core means.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Key words: application oriented; logistics talents; core means; talent training mode

2015年，教育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为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
才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2016年，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关于普通本科转型试点高校遴选结果的公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等
14所普通本科高校拟试点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变。这意味着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作为一所地方本科院校，其办学思路、办学定
位和办学模式必须向应用型调整转型，培养具有自身院校特色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

物流管理专业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非常强的综合性学科专业。物流人才的培养一直跟不上市场对物流人才的需
求，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在办学过程中紧跟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根据应
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构建了基于三种核心手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新理
念，为培养该理念下的应用型本科物流人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以期对国内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物流应用型人才提供一
定的借鉴经验。
1 目前高校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现状
1.1 培养人才的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大多数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并没有从企业或用人单位的角度设定，应用型物流人才培
养体系、课程体系都存在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的现象，缺乏与其配套并高效运行的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和体系，导致培养的物流
人才不能满足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地方本科院校物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实际人才需求为基
础，打造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为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输送人才。
1.2 人才培养课程内容同质化。目前高校无论研究生、本科还是高职高专，这三类办学层次对于课程体系的内容设置同质化
比较严重，没有突出办学层次的不同，也没有展现出学校自己的特色，导致培养出来的物流人才质量无法满足社会对物流人才
不同的需求。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培养有特色化的、物流细分领域的应用型物流人才，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
有区别化地培养专业人才，才能满足物流各个领域对不同物流人才的需求。
1.3 人才培养缺乏实践平台。目前很多高校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的实践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有些高校缺乏必要的实
践教学条件，如物流实验室和实习基地条件落后，实践教学还停留在软件模拟阶段；另一方面，实践教学缺乏具有丰富行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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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践经验的师资，在校教师仍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校企合作流于形式，从而导致培养的物流人才虽
然理论基础扎实，但在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方面比较薄弱。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该重视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的创建，
创新各种手段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
1.4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明显不足。由于物流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需要从事物流教学的教师具备“双师型”素质。
但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明显不足，一方面高校大多数“双师型”教师是通过考试获得证书而认定的
“双师型”素质，缺乏企业实际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有些在企业有过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由于长时间脱离企业实际
工作岗位，随着物流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原有的工作经验已无法满足现时的实践课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聘请企业界的行业
专家大多以讲座的形式进驻校园进行讲授，很少通过实践对学生跟踪培养；同时他们虽然有实际经验但缺乏对实际工作经验进
行理论方面的系统提升，很难让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行业专家授予的知识。
2 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模式的构建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于 2011年正式招生，向社会输送了近千人的物流专业毕业生。本专业一直围绕培养应用
型物流人才的目标，在不断实践和总结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模式。通过“学训一体、赛教
结合和产教融合”三种核心手段，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三种能力，从而实现应用型物流人才
培养的目标。

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目标，结合市场对应用型物流人才的
需求，不断实践逐渐形成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模式，
基本思路如图 1所示。
3 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的实施路径
3.1 确定应用型物流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物流管
理专业依据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探索了应用型本科物流专业的人才
发展方向与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经过认真调研物流
市场人才需求，以及同行专家、行业专家的充分论证，本专业定位是
服务港珠澳大湾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满足物流行业企业需求，具备
有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物流人才，符合当前物流企业人才的需求，树立了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
流人才的教育理念，始终坚持以学训一体、赛教结合和产教融合三种核心手段，为社会、企业培养所需的高素质应用型物流人
才。
3.2 构建基于三种核心手段的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本专业在对本行业企业调研、认证的基础上，结合应用型本科
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以对接市场人才需求为先导，以培养“创新、应用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牢牢把握物流管理应用型
人才的特点，制定并不断完善物流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建立创新培养体系、学科竞赛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三大体系，构建了基
于学训一体、竞教结合和产教融合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的新课程体系，如图 2所示。该课程体系创新了应用型物
流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专业学生创新能力不强、应用能力不足和缺乏实践能力的问题，实现了应用型物
流人才培养的目标。

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的新课程体系主要有三大体系组成。一是创新培养体系，开设了大学生创意思维与
创意素养、创意思维训练、创业理论、互联网创业、供应链金融、跨境电商等课程，以创意思维训练、专题调研、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等形式实现学训一体，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二是学科竞赛体系，开设了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库存管
理、运筹学、统计学、运输与配送管理等课程，以全国物流类大赛、省级物流类大赛、协会组织的物流类大赛、校内物流方案
设计大赛等形式，使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常态化，加强赛教结合，着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三是实践教学体系，开设卓越商科
实践、创业实践、第三方物流、采购管理、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单证实务等课程，以校企合作、参观交流、毕业论文、各种实
习实验实训等形式达到产教深度融合，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3 搭建了“学训一体，赛教结合和产教融合”三种核心手段为一体的人才培养创新手段。结合学院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
紧贴物流行业需求，强化创新实践应用教育。通过“学训一体、赛教结合、产教融合”等人才培养手段的创新，为物流学生的
学习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系统性学习的平台。建立了创新培养体系，通过开设创新创意类课程，结合开展创新实践活动实现学训
一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建立了学科竞赛体系，实现了以学科竞赛为载体，通过开设供应链管理等专业课程和参加各级大学生物流大赛等形式，为
学生提供设备、场地和适当资金，支持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和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同时鼓励教师全程参与指导竞赛，
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切实提高学生创新应用能力。加强赛教结合，培养学生应用能力，通过学科竞赛的常态化，促
进了教师与学生良性互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新热情，实现了“赛教结合”，取得良好的以赛育人的效果。

建立了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开设卓越商科实践等课程，一方面借助校企共建的接近企业真实运营环境的实训室，学生通过
实践操作实训室配备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库存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第三方物流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多套应用软件，提
高实际操作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学校引入菜鸟物流进驻学校运营，提供学生实习的场地，提供老师现场实践的机会，通过
“校企双导师”指导学生实习实训，加强师资合作、课程共建，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多赢、共同发展，校企不断创
新合作模式，达到产教深度融合。最后，与菜鸟物流、唯品会和京东等企业深度合作，开展合作育人，面向物流专业的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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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课程体系示意图
供深入生产实际的企业实习机会，对接企业导师的轮岗带徒、培训指导、实习管理等环节，向表现优异的学生提供就业的机
会，切实解决了物流类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问题，发挥了校企协同育人作用，真正实现了产教深度融
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4 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打造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直接影响着应用型物流人才的培养质量，
为了完善物流管理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培养“双师型”队伍。一是加强校内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断
选派教师有计划地参加各种企业实战培训，或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和实习，以实现理论联系实践，达到校内专职教师培养“双
师型”素质的目的；二是从合作企业遴选有实战经验的高管担任企业导师，建立企业导师库。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性较强的专业
核心课程，如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库存管理、采购管理等多门课程，均由“企业导师+专业教师”共同授课，弥补企业导师实
践提炼系统理论的不足，同时也能促进校内专职教师丰富实践经验。通过本专业“引进来、走出去”的教师培训计划，利用专
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为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4 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的实施成效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立足于服务港珠澳大湾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满足物流行业企业需求的应用型物流人才，
根据该目标定位，不断探索和实践，构建了基于“学训一体、赛教结合和产教融合”三种核心能力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创新培养体系、学科竞赛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三大体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
升。近五年，学生获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18项，其中国家级 5项，省级 35项，累计获得创业资助经费 83
万；学生参加各类物流相关性学科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68项，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创新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应用能力。

校企合作共建了电商物流综合实训室，校企合编实训指导书 5本。与菜鸟物流、京东物流、怡亚通等企业建立 25家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聘请 40名企业高管组建“双导师”指导团队，共建课程 6门，合编应用型教材 4本，引入菜鸟物流进入学校
运营，学生实习年均 40人，产教深度融合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大量学生毕业后入职京东、德邦物流、怡
亚通、DHL等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用人单位对毕业学生的满意度高达 98.6%，学生培养质量得到国内外业界的广泛认可。
5 小 结

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物流应用型人才要顺应时代发展对物流人才的需要，也要符合学校应用型转型的要求。应用型物流人才
的培养必须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立足于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结合物流行业发展需求规律，形成自己的物流专业
特色，以培养出满足物流行业不同细分领域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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