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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智慧运输运营》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对接运输专

员目标岗位和运输主管、经理发展岗位，对接《物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和物流服务师以及《智慧物流》（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前导课程是智慧物流与

供应链基础、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后续课程为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冷链物流实

务和工程项目物流管理。课程实施形态为理实一体化课程，采取形成性考核和终

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能培养学生从事货物运输操作与组织的核心技能，

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1. 重点讲解不同运输方式基础知识、业务流程和各环节操作注意事项，教

授物流运输作业的优化和决策方法。 

2. 培养学生强烈的爱国意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包括树立高度的民族自信和专

业自信、培养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遵规守法的职业意识等，以更好地提供货物运输

操作与组织服务，确保货物运输安全高效进行，提升货运质量和经济效益。 

3.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办理公路、铁路、多式联运等运输方式的操作与组

织，能进行货物揽收、运费计算、货物包装、配装配载、路线规划等运输组织作

业，并做好货运跟踪客户服务与异议处理，能熟练使用运输操作软件。 

二、课程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门课程的教学，要求达到以下三维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和专业自信； 

2.具有勤勉高效、安全精准和遵规守法的职业素养； 

3.具有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具有爱岗敬业和吃苦耐劳奉献精神； 

5.具有质量、成本、环保、和风险防范的职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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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目标 

1.熟悉各种运输方式的特点、运输调度流程； 

2.熟悉运输计划编制、运输路线优化、运输车辆调度、运输成本核算等运输

作业环节所需知识、技巧和方法； 

3.掌握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服务的申请流程及要求及服务的内容； 

4.掌握高铁货运产品及组织模式和甩挂运输的组织形式； 

5.熟悉运输纠纷处理方式及运输保险业务知识。 

（三）能力目标 

1.能够按照运输业务场景选择合理运输方式； 

2.能够利用专业工具软件进行运输线路规划与优化； 

3.能够编制网络货运申报方案及网络货运报文； 

4.能够根据货运需求办理高铁货运托运业务，设计甩挂运输方案； 

5.能为客户办理运输保险，处理运输纠纷。 

三、课程设计思路 

根据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国家行业标准、智慧物流大赛、物流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中级）和物流服务师证书的要求，逐步探索“岗课赛证”的融通。 

（一）教学内容项目化 

根据课程定位及岗位工作内容设定课程学习内容，将积累学习过程中各环节

的内容进行项目化设计，涵盖岗位层次所要求职业能力中的专业能力、社会能力

和方法能力，设置以内贸货物运输方式类型为载体，重构四大教学项目为：“办

理公路运输业务、办理铁路运输业务、办理内河水运运输业务、办理内贸航空运

输业务及物流运输决策”。 

（二）项目内容任务化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序化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对应职业能力及岗位要求，将

“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内河水运、内贸航空运输和运输决策”五个项目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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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构建了 16 个任务单元。整理每个任务的教学内容、理论知识点和技能

训练点，依据运输调度专员岗位要求制定项目三维目标，实现专业教学目标。 

（三）任务考核过程化 

将运输专员岗位要求、物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和物流服务师证书考

核点及智慧物流大赛赛项规程融入并制订任务学习考核标准，将各项学习任务完

成情况及考核成绩纳入期末总评，实现学习质量过程控制。 

四、课程结构与内容 

（一）课程结构 

采取项目化的教学方式重构教学内容，融入运输行业的“新标准、新规范、

新技术”，其中包括《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道路货物运输网络平台服务

规范》（2023 年）、《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2年第 24号）、《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2022年修订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铁

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2021—2025年）》和《综合货

运枢纽设计规范》（2023），适时调整教学案例，教学内容动态更新，做到与时

俱进。课程结构如下： 

 

图 1  课程结构图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a00000KEJeCxDFezEEc5wT7CHj0WVt2idVmgveX6_E7uJaTMdny_KMJ2Pu1HKM8iqsUp_1eEjMjkBZzyLDfSSz-Xqwl2HAFYs9TXwcY2qJFBk7AaYknffMiZ6t_MpDs6PQQ2J8OiOqswDEc2QQ6veCHQdhzJP53jCLv56o1aFGLuc5_mKoKXQqdA3Kh2zz7_GgjRZt1gxsdGPXlAaxWBzBXjC2sd.7Y_NR2Ar5Od66Eu1r1FhwKjKjEEo3eVMHb4ptePAWKL9I7Tk9tqSZug9LtT5M_sSEW9qEdsSX1jlOgjE_sSX1jlSXZxksSXejex5j_L3x5I9vU_5Vvmx5kseS1jES8Z1en5oeT5VtT5M33xU43xUg9tOZjE_serMj4e_r1u9qXMj4e_5oeT5VlT5MY3IOH9vXrZ1lTrO3T5VSZo6CpXyPvap7Q7erQK7xg3qT7jHzlRL5spyQqyXoCzduSAJZo6CpXy7MHWuxJBmJlnVyx9J91dID5gKfYtVKnv-BlWCWuqbTrJWsLT7ON5QvGYTjGo_HZZx_LeVOWYvTxZcGJIGHz3qis1f_IMWkvy2.U1Yk0ZDqdnE24QMhVem0TA-W5HD0Ijvdsn2LdnE24Qazz2EFSoQl8I10eIUAV_WrkQAS0A-V5HDdn1f0u1dsT1c0Iybqmh7GuZR0TA-b5HDL0APGujY1PHc0Ugfqn1czr7t1nHcYg1DsnHIxnW0dnNtknjD4g1nvnjD0pvbqn0KzIjY1PWc0mhbqnHR3g1csP7tdnjn0UynqnH0kg1DsnNtknjDLg1csPH7xnH0krNts0Z7spyfqn0Kkmv-b5H00ThIYmyT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Wmzrj6zn1b1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0K8IjYs0ZPl5fK9TdqGuAnqTZnVuLGCXZb0pywW5R9rffKspZw45fKYmgFMugfqn17xn1DYg1DknfKYIgnqrj01nj0YnjcLP1DsP1mYPj640ZF-TgfqnHmvrjfLrjbkn1f1P0K1pyfqmW6YrH01nAmsnj0km164u6KWTvYqPHRswDFAPjP7f1R3rRmdP6K9m1Yk0ZK85H00TydY5H00Tyd15H00uANYgvPsmHYs0ZGY5H00UyPxuMFEUHYsg1Kxn7tsg1Kxn0Kbmy4dmhNxTAk9Uh-bT1YvPjnYnWnLg1mYPH6vPHNxn7tsg1K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H0Ln1TYnH6zrfK-IA-b5HmY0A71TAPW5H00IgKGUhPW5H00Tydh5H00uhPdIjYs0A-1mvs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H0vwWR1f1-APbfLfWFjwbujn1ndPbnsrjPKrDDsfbnsxjDsP1n1njb1njmdPWmvr0KYTh7buHYs0AFbpyfqnWR1wRcsfHTdwjR1wWIjPbuArjwaPWIjPYFKnW9jn160UvnqnfKBIjY10Aq9IZTqn0KEIjYk0AqzTZfqnBnsc1Dsc1cWnHnYPWR1PH0zPinLnj0sc1Tsnj08nj0snj0sc1nWnBnsczYWna3snjf1PjfWna33P10snj0Wninsc108nj0snj0s0AF9UhV9mvnqnans0Z7xIWYsQWfdg108njKxna3sn7tsQWfdg108nHKxn7tsQWDsg100mMPxTZFEuA-b5H00ThqGuhk9u1YY0APv5fKGTdqWTADqn0KWTjYs0AN1IjYs0APzm1Y3PHfv&us=newvui&word=&ck=1675.5.113.233.459.454.453.290&shh=www.baidu.com&sht=baiduhome_pg&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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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对 5 大项目构建了 16 个工作任务（每任务 2-6 学时）。总学时 64 学

时，教学内容安排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智慧运输运营》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与实施表 

教学项目 模块任务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教

学方法 
预期成效 

项目一 

公路运输

业务办理 

任务 1 公路

货运货源组

织 

大国工程《中国交通》纪

录片、货源组织案例。 

▶ 启发式教学 

▶ 自主探究 

树立民族自信和

专业自信，强化爱

岗敬业和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 

任务 2 公路

零担货物运

输组织 

家电和电子产品的零担

货物运输案例、国家标

准与规范《道路运输管

理工作规范》和《道路货

物运输网络平台服务规

范》（2023年）。 

▶ 案例分析 

▶ 情景模拟 

▶ 企业导师分

享 

具备成本、环保、

高效和细致的主

动服务意识。 

任务 3 公路

整车货物运

输组织 

大宗原材料整车货物运

输案例，时事热点新闻。 

▶ 启发式教学 

▶ 企业导师分

享 

强化爱国意识；培

养耐心细致、勤勉

高效的职业素养。 

任务 4 公路

危险品货物

运输组织 

汽油和浏阳花炮的运输

案例，企业标准--《企业

危险品运输操作规程》

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 

▶ 启发式教学 

▶ 小组 PK 

具备勤勉高效、安

全精准和遵规守

法的职业素养。 

项目二 

铁路运输

业务办理 

任务 1 铁路

运输发站业

务办理 

《厉害了，我的国》中我

国铁路运输的发展片

段、各铁路货运站的标

准规范、时事新闻 

▶ 启发式教学 

▶ 情景模拟 

树立民族自信和

专业自信，培养关

注时事的意识、遵

规守法的职业素

养。 

任务 2 铁路

运输到站业

务办理 

新规范《铁路危险货物

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24号） 

▶ 启发式教学 

▶ 案例分析 

▶ 实操训练 

培养安全精准和

遵规守法的职业

意识。 

任务 3 铁路

货物运输运

费计算 

铁路零担、整车和集装

箱货物运费计算案例。 

▶ 小组讨论 

▶ 企业导师分

享 

▶ 模拟实操 

具备成本、高效和

细致的主动服务

意识。 

项目三 

内河水路

任务 1 内河

港口作业 

内河港口--长沙港的宣

传片及港口作业规范。 

▶ 启发式教学 

▶ 案例分析 

▶ 实操训练 

树立民族自信和

制度自信，培养精

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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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项目 模块任务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教

学方法 
预期成效 

运输业务

办理 

任务 2 内河

船舶运输作

业 

引入国家新标准与规范

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2019年 3 月 

▶ 案例分析 

▶ 情景模拟 

培养精准、安全和

高效作业素养。 

任务 3 内河

水运业务操

作 

以内河运输大宗原材料

运输项目案例，分组模

拟实施。 

▶ 讲授法 

▶ 演示法 

▶ 情境模拟 

培养精准高效、严

谨细致的职业素

养。 

项目四 

内贸航空

运输业务

办理 

任务 1  国

内空运出港

业务操作 

大国工程--C919飞机的

纪录片、精密仪器和急

救药品的空运案例。 

▶ 案例分析 

▶ 实操训练 

▶ 情景模拟 

树立高度的民族

自信和专业自信，

培养严谨细致、安

全精准的工作作

风。 

任务 2  国

内空运进港

业务操作 

引入新规范《中国民用

航空货物运输规则》

2018 年 5月，空运出港

货物分拨的新技术和新

设备微视频。 

▶ 情景模拟法 

▶ 实操训练 

▶ 小组 PK 

具备勤勉高效、安

全精准和遵规守

法的职业素养。 

项目五  

物流运输 

决策 

任务 1  智

慧运输信息

系统操作 

线上信息流和线下物流

信息精准匹配，提高运

输作业效率，降低运作

成本，培养信息化作业

意识。 

▶ 情景模拟法 

▶ 实操训练 

▶ 演示法 

树立成本、高效、

安全精准的职业

素养。 

任务 2  运

输计划编制 

结合企业真实的车辆运

行计划编制任务，学生

分组实施模拟，做到运

输计划严谨细致，精益

求精。 

▶ 案例分析 

▶ 实操训练 

▶ 情景模拟法 

树立严谨细致、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任务 3  运

输作业优化 

结合企业运输任务，运

用运筹学模型来解决任

务实施配载装车、规划

运输线路等进行辅助运

输决策，降低成本，提升

效率。 

▶ 启发式教学 

▶ 案例分析 

▶ 实操训练 

具备成本、高效的

职业意识。 

任务 4  运

输商务业务

办理 

运输纠纷处理案例，进

行风险防控和转移。 

▶ 案例分析 

▶ 情景模拟 

树立勤勉高效、安

全精准和遵规守

法的职业素养和

风险防范的职业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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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慧运输运营》“岗课赛证融通”内容结构表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竞赛点技能 1+X 证书考点 课时 

项目名称 典型工作任务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项目一  

公路运输

业务办理 

任务1：公路货运货源

组织 

任务2：公路零担货物

运输组织 

任务3：公路整车货物

运输组织 

任务4：公路特种货物

运输组织 

1.了解公路货物货源的组织方

法； 

2.掌握公路零担货物运输中转

班车的形式； 

3.掌握公路超限货物、危险品

货物和鲜活易腐货物的运输

组织作业要求和流程； 

4.熟悉公路零担和整车运单的

填制标准和要求； 

5.熟悉公路零担和整车的运杂

费计算方法； 

6.熟悉货物配装装车的原则。 

1.会组织零担和整车运

输货源； 

2.能缮制和填写托运

单； 

3.能组织公路零担和整

车运输； 

4.会计算公路零担和整

车运输费用； 

5.能根据货物的流向选

择合理的中转班车形

式并能配载装车。 

1.树立民族自信和

专业自信，强化爱

岗敬业和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 

2.具备成本、环保、

高效和细致的服

务意识。 

技能点 1：公

路零担和整车

运单的填制； 

技能点 2：公

路零担和整车

的 运 杂费 计

算； 

技能 3：配载

装车 

考点 1：公路零

担和整车运单

的填制； 

考点 2：公路零

担和整车的运

杂费计算。 

16 

项目二  

铁路运输
业务办理 

任务 1：铁路运输发站业
务办理 

任务 2：铁路运输到站业
务办理 

任务 3：铁路货物运输运
费计算 

1.了解国内铁路的运输路线和
主要编组站； 

2.熟悉铁路货物运输集期限的
确定方法。 

3.熟悉铁路发站和到站的作业
内容； 

4.熟悉铁路运费计算方法； 

1.能进行铁路货物运输
安排； 

2.能填制铁路货物运
单； 

3.能根据始发站和目的
站及货物信息计算运
费； 

4.会根据运输里程信息
确定货物运到期限。 

1.具有环保意识、
成本意识、效率意
识； 

2.树立民族自信和
专业自信。 

暂无 

考点 3：铁路货
物运输费用计
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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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竞赛点技能 1+X 证书考点 课时 

项目名称 典型工作任务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项目三  

内河水路
运输业务
办理 

任务 1：内河港口作业 

任务 2：内河船舶运输作

业 

任务 3：内河水运业务操
作 

1.了解我国内河的主要港口信
息； 

2.掌握我国内河航信的相关信

息（地理位置、通行吨位等） 

3.熟悉船舶的主要类型； 

4.熟悉内河水路运输业务作业
流程。 

1.能在港口办理托运； 

2.能根据货物类型、吨
位和时限要求安排船
舶； 

3.会办理内河水运业
务。 

1.培养精准、安全
和高效作业素养； 

2.培养精准高效、
严谨细致的职业
素养。 

 

 

 
 
 
 
 

10 

项目四  

内贸航空
运输业务

办理 

任务 1：国内空运出港业
务操作 

任务 2：国内空运进港业

务操作 

1.了解内贸航空运输操作流
程； 

2.掌握内贸航空集装器知识； 

3.熟悉内贸航空运费计算； 

4.熟悉内贸航空货运单的填制
规范。 

1.能办理空运订舱； 

2.可为客户安排货物装
箱装板； 

3.能为客户计算航空运

费； 

4.能识读及签发内贸航
空运单。 

1.培养爱国意识、
成本意识、安全意
识和效率意识； 

2.养成团队合作、

耐心细致的工作
作风、良好的心理
素质。 

技能点 4：航
空运费计算 

考点 4：航空运
费计算 

 

10 

项目五  

物流运输 

决策 

任务 1：智慧运输信息系
统操作 

任务 2：运输计划编制 

任务 3：运输作业优化 

任务 4：运输商务业务办
理 

1.熟悉运输信息系统的构成与
操作； 

2.熟悉运输作业计划编制方
法； 

3.熟悉运输调度与路线规划方
法（图上作业法、表上作业法、
标号法等）； 

4.熟悉运输成本核算； 

5.熟悉运输纠纷处理方法和办
理保险的类型。 

1.能操作运输信息系
统； 

2.会编制运输作业计划

和车辆运行计划； 

3.能规划运输路线，合
理调度运输车辆； 

4.能对运输成本进行核
算； 

5.会处理运输纠纷，划

分各方责任和办理货
运保险。 

1.培养勤勉高效、
安全精准和遵规
守法的职业素养； 

2.树立成本、环保、
和风险防范的职
业意识。 

技能点 5：运
输作业计划和
车辆运行计划
编制； 

技能点 6：运
输路线优化。 

考点 5：运输作
业计划和车辆

运 行 计 划 编
制； 

考点 6：运输路
线优化； 

考点 7：运输成
本核算。 

 

16 

合计学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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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实施与保障 

（一）教学实施 

1. 教学模式 

将各任务单元的教学内容,按照“任务导向，问题驱动”教学模式分解为基本知识、

业务流程模拟和理论方法学习三个模块，有助于学生具体内容的学习，实现“从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扮演辅助的角色，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兴趣，引

导学生从理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使学生在探究中深入掌握知识，使学生变

被动为主动。 

与 2 家湖南省知名企业深度合作，引进企业专家作为企业导师，对课程的整体开发

和教学的实施进行支持。 

2. 主要教学方法 

（1）启发式教学法（教法） 

针对“物流运输操作与管理”的教学内容、国家政策与法规、行业相关动态，通过

提问与提示结合的形式，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方式，不断引导与启发学生对理论知识、操

作技能、职业素养的思考和探究。 

（2）案例教学法（教法） 

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大量的实际案例，内容来源于运输行业工作的实际，突出专

业特点，案例新颖、丰富，既有理论深度，又注意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例如在“货物

配装配载”知识点的教学中，利用不同货物在不同车型的装车配载设计，帮助学生理解

配载装车的注意事项，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深度思考和讨论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从而解决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3）任务驱动法（教法） 

在教学过程中，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通过创设情境、确定任

务，自主学习、效果评价的步骤进行。例如在“公路零担货物运输”的教学中，教师发

布工作任务，针对客户需求，制定出经济合理的运输中转方案，选择合适的运输路线。

将再现式教学转变为探究式学习，使学生处于积极的学习状态，每一位学生都能根据自

己对当前问题的理解，运用共有的知识和自己特有的经验提出方案、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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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景模拟法（教法）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具体的情景对接真实的工作，学生进行情景模拟，把操作

演示出来，开放了学习的环境，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再现了案例环境。 

（5）自主探究法（学法） 

在课前，通过预习关的任务布置，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探究的方式寻找答案，

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等，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探究能力。在课中，学生根据老师

布置的任务，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研究与探索，得出相应的结论，完成课中

的任务。在课后，完成教师布置的拓展关任务，对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巩固和提升，

拓宽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6）小组讨论法（学法）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组成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就某问题进行讨论，引导学生向同

伴学习，互帮互助，以任务为导向，小组合作讨论并完成每一次任务，不仅有利于学生

的讨论和分析，也能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3.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线下实训场地及设备开展混合式教学。 

（1）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电子教案、电子课件强调以精美、形象的图文、视频结

合，配合案例导入、分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开发建设智慧职教慕课，学生可以依据教学培养方

案和教学大纲制定自主学习计划，通过点播视频及电子课件来巩固学习。 

（3）采用“职教云”APP 对课堂进行管理，实现翻转课堂，利用职教云软件在课堂

随堂测试、对课程进行评价等，随时了解课堂的反馈。 

（4）对学生实训情况进行视频、照片拍摄，将学生拍摄的情景扮演、学生操作视

频、设计的运输方案等上传到资源库和慕课，供全网学习。 

（二）教学保障 

1. 师资保障 

（1）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具备较全面的物流运输行业

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在物流运输企业挂职锻炼 2个月以上，熟悉高职教育规律，在本

领域有一定影响，具有“双师”素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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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团队结构与规模。本课程建立“校企双导师”课程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由

专、兼职教师组成，专任教师都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具有相关职业技能资格证，具有

扎实的物流运输理论功底和一定的运输行业工作经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和企业

工作流程；熟知公路、铁路、内河水运和航空运输业务的发展现状、业务范围、岗位职

责与标准，能够熟练操作物流运输软件，有运输企业挂职或工作经验，指导学生参加《智

慧物流方案设计与实施》比赛，为双师型教师；兼职企业导师具有丰富运输行业的工作

经验，能在教学环节中充当企业导师。课程教学团队应具有较强的教学改革创新意识和

横向课题科研能力，能将最新的运输行业规范和最新趋势、新标准等运用于教学。 

2. 教学资源 

（1）教材建设 

 校企合作开发《物流运输业务操作与管理》教材，王阳军主编，化学工业出

版社，2022年 10月第二版。 

（2）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 

 经贸服务专业群资源库

https://qun.icve.com.cn/zyq/wovhaiwnirvdc7iowruwa/homecourse 

 运输软件实训系统 

（3）其它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参考教材：本课程所使用的参考教材为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运输管理》

仪玉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2021年 8月第四版  

 教辅：智能物流赛项规程，2023 

物流管理 1+X（中级）技能等级标准（2023年版）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技能抽查题库物流运输操作与组织模块（2023 年

版）、《微课集》（包含企业微课）、多媒体课件、案例库等教学辅助

资料，并尽可能上网运行。 

3. 实训条件 

 

支撑本课程教学的主要实训条件如下表 3 所示： 

  

https://qun.icve.com.cn/zyq/wovhaiwnirvdc7iowruwa/home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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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训基地一览表 

类型 名称 实训场景 
主要实训项目 

（主要功能） 
主要设备 工位数 

校外实训 

基地 

中外运湖南有限 

公司 
操作现场 体验、实操 

运输车辆、集装箱叉

车、集装箱拖车、企

业运输信息系统等 

40 

校外实训 

基地 

京东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操作现场 体验、实操 

运输货车、分拣设

备、仓储设施、企业

物流信息系统等 

45 

校内实 

训室 

物流实务 

实训室 

运输软件模

拟实操 

运输、仓储、配

送和货代信息系

统操作 

北京洛杰斯特物流信

息系统、电脑等。 
45 

校内实 

训室 

物流企业模拟经营

实训室 

运输企业创

业模拟运营 

物流企业经营仿

真模拟 

物理沙盘 9套、沙盘

系统一套、电脑等 
45 

六、教学考核与评价 

（一）学生考核与评价 

依托智慧职教云平台、物流企业模拟经营沙盘系统、技能竞赛软件，由 4 个评价主

体（教师、学生、企业导师、系统测评）在 3 个环节（课前、课中、课后）对 4 种考核

要素（态度、知识、能力、素养）实现多角度全方位实施课程考核并结合增值性评价如

图 2 所示。 

 
图 2 课程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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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法如下： 

1. 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开放式的全程考核系统。 

学习过程的全程化考核，教师主要依据学生的可观测能力表现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

和评定成绩。 

2. 课堂教学内容测评的权重分配 

（1）测评分值比例见下表 4： 

表 4  课堂教学测评分值分配表 

工作项目 学  时 分值比例（%） 

项目一  公路运输业务办理 16 25% 

项目二  铁路运输业务办理 12 18.8% 

项目三  内河水路运输业务办理 10 15.6% 

项目四  内贸航空运输业务办理 10 15.6% 

项目五  物流运输决策 16 25% 

合计 64 100 

 

本课程考核采用形成性考核方式，总评成绩由形成性考核的由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

成绩组成，全面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基础理论和平时学习状况，分数比例如下表 5： 

表 5 不同考核项目分值比例和鉴定标准表 

 考核方式 考核项目 鉴定标准 

课

程

成

绩 

课堂抽查

（20％） 

知识、能力问答

（10％） 

智慧职教题目测试，同时每个学生一学期课堂回答 2

次以上，要求回答内容基本正确、口齿清楚、思维敏

捷 

课堂考勤、学习态度

（10％） 

智慧职教平台签到，遵守课堂纪律、无迟到早退、听

课反应积极 

项目型考

核 

（15％） 

项目教学（10％） 

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老师布置的任务利用所学知

识、技能完成相关项目并形成 word文档和 PPT，在课

堂上进行汇报，要求思维敏捷、基本观点正确、论据

比较充分、口齿流利、表达清楚、有团队合作精神。 

案例讨论报告 

（5％） 

能够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并额外搜集相关的资料进

行论证，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有独到的见解 

仿真实训

（5%） 

第三方物流管理软件

运输模块操作（5%） 

能够结合第三方物流企业管理流程，针对第三方物流

管理软件运输模块进行操作，操作步骤、内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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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方式 考核项目 鉴定标准 

期末综合

鉴定

（60％） 

试卷测试理论性知识

（30％） 
对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全面的考核 

试卷测试实践能力

（30％） 
考核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二）教师教学评价 

学院督导评价、教师互评、学生评价、企业导师评价等多元主体进行评价，主要通

过听课、教学资料检查、座谈会等方式进行。 

七、教学进程与安排安排 

表 6  《智慧运输运营》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 

周/次 课时 授课内容摘要 教学类型 

项目一  公路运输业务办理 

1/1 2 任务 1：公路货运货源组织 理论 

1/2 2 任务 1：公路货运货源组织 理论 

2/1 2 任务 2：公路零担货物运输组织 理实 1:1 

2/2 2 任务 2：公路零担货物运输组织 理实 1:1 

3/1 2 任务 3：公路整车货物运输组织 理实 1:1 

3/2 2 任务 4：公路特种货物运输组织 理实 1:1 

4/1 2 任务 4：公路特种货物运输组织 理实 1:1 

4/2 2 任务 4：公路特种货物运输组织 理实 1:1 

项目二  铁路运输业务办理 

5/1 2 任务 1 铁路运输发站业务办理 理实 1:1 

5/2 2 任务 1 铁路运输发站业务办理 理实 1:1 

6/1 2 任务 2 铁路运输到站业务办理 理论 

6/2 2 任务 2 铁路运输到站业务办理 理实 1:1 

7/1 2 任务 3 铁路货物运输运费计算 理实 1:1 

7/2 2 任务 3 铁路货物运输运费计算 理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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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时 授课内容摘要 教学类型 

项目三  内河水路运输业务办理 

8/1 2 任务 1 内河港口作业 理实 1:1 

8/2 2 任务 1 内河港口作业 理论 

9/1 2 任务 2 内河船舶运输作业 理实 1:1 

9/2 2 任务 2 内河船舶运输作业 理实 1:1 

10/1 2 任务 3 内河水运业务操作 理论 

项目四  内贸航空运输业务办理 

10/2 2 任务 1  国内空运出港业务操作 理论 

11/1 2 任务 1  国内空运出港业务操作 理实 1:1 

11/2 2 任务 1  国内空运出港业务操作 理实 1:1 

12/1 2 任务 2  国内空运进港业务操作 理实 1:1 

12/2 2 任务 2  国内空运进港业务操作 理实 1:1 

项目五  物流运输决策 

13/1 2 任务 1  智慧运输信息系统操作 理论 

13/2 2 任务 1  智慧运输信息系统操作 理实 1:1 

14/1 2 任务 2  运输计划编制 理论 

14/2 2 任务 2  运输计划编制 理实 1:1 

15/1 2 任务 3  运输作业优化 理实 1:1 

15/2 2 任务 3  运输作业优化 理实 1:1 

16/1 2 任务 3  运输作业优化 理实 1:1 

16/2 2 任务 4  运输商务业务办理 理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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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团队 

表 7  《智慧运输运营》课程标准开发团队名单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王阳军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带头人/副教授 

2 胡利利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3 吴从周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4 贾  瑜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骨干教师/副教授 

5 曹方辉 中外运湖南有限公司        运作部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