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反映专业综合改革成果的论文

为了使得本专业综合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成果更好的推广和共享，专业师资团

队公开发表了 17 篇相关主题的教学改革论文，从课程体系建设，专业实践教学

方法，人才培养模式，产教融合和创新创业等多个角度对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建

设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表 3-8-1 反映该成果的公开发表论文一览表

序

号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作者

发表

时间

1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探索

与实践 ——以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商学院为例
《科教导刊》

高凯、钟

肖英
2020

2

校企协同、学创一体”培养电子商务人才的改革

与实践——以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为

例

《高教学刊》
钟肖英、

高 凯等
2020

3
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的探索与

实践
《物流科技》 王秀梅 2020

4 “互联网+”环境下的慕课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发明与创

新》
甘宏 2020

5
完全学分制下多层次实践教学运行模式的探索与

改革

《现代经济信

息》
孙丽颖 2020

6
广东省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

管理

《人力资源管

理》

农振航、

钟肖英
2018

6 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方法的案例分析与探索

《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改革

成果》

钟肖英 2017

7
应用型本科院校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型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商情》

钟肖英、

顾顾宇
2015

8
广东省应用型本科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调

查及实证分析
《经贸实践》

钟肖英、

谭筱琦
2016

9
基于“产教融合,学创一体”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电脑知识与

技术》
钟肖英 2017

10
广东省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

管理

《人力资源管

理》
钟肖英 2018

11
应用型本科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实践与探

索

《中小企业管

理科技》

钟肖英、

谭筱琦
2017

12
应用型人才培养导向的市场营销实践教学体系建

设探析
《科教文汇》 高凯 2018

13
《网络营销》应用型课程教学改革——教学内容

模块化设计并与职业资格融合
《电子商务》 戴国良 2017

14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及其课程结构探讨
《现代商贸工

业》
戴国良 2016

15 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研究
《人力资源管

理》
李宏岳 2016



16 当代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教育现代

化》
李宏岳 2016

17
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教师创新创业实践教学能力培

养与发展研究

《十三五规划

科研成果汇

编》

林建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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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探索与实践

——以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商学院为例

高 凯 钟肖英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0970）

摘 要 文章总结分析国内院校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提出了目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现

实需求严重脱节、应用型教师严重缺乏等现实问题。从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塑造校企合作新模式和积极服务

地方经济等方面，介绍了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商学院应用型商科人才的培养经验。

关键词 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 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20.03.005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Business Tal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aking the School of Business of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GAO Kai, ZHONG Xiaoying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70)

Abstract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and put forwar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is

seriously out of line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application teachers are seriously lacking. From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double-skilled dual-energy" faculty, shaping the new mod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actively serving

the local econom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ining experience of applied business talents of the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Keywords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应用型人才培养应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修订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探索协同育人，

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和产学研一体化，培养实践应用能力

强、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1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培养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1.1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培养的理论探索

如何培养应用型商科人才，如何进行应用型商科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创新既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的内在要求，[1]孙素芹、顾永安提出了本科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应该符合差异性和继承性原则分层次进行革新。冯波

等还提出了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专业和产业进行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2]宋新刚从应用型本科高校现实的

发展路径角度出发，提出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面临的困惑，

同时阐述了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应用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区别，并

提出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向应用职业技能型高校转型的建议。[3]

李光惠则从应用型专业转型体系改革和思路、应用型课程体系

建设与改革遇到的问题等多角度分析了如何建立应用型专业

课程体系的问题。[4]

1.2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过程中，很多本科院校大胆探索、

勇于实践，走出了一条条特色鲜明、效果显著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之路。[5]如：集美大学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契机，

探索并构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常熟理工学院从行业应用角度出发，探索人才培养机

制，推进校企合作机制。这些本科院校的改革实践均产生了较

为广泛的影响，为全国同类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基本

经验和有益借鉴。[6]池州学院从商科类专业基于地方智库、产

学合作平台建设等角度，提出校企建立产学研合作新型模式。

这些改革与实践为其他地方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借鉴。[7]

2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现实需求严重脱节

由于受资金和软硬件限制，很多学校缺乏真正的实践教学

平台，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导致出现重知识轻应用，重理论轻实

践的现象。[8]虽然诸多学校逐渐探索应用型转型的路径，也投

入了一些资源鼓励发展实践教学。但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实践

高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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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平台，这一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部分课程虽然

应用性较高，但是在实际开设过程中授课方式仍然是传统

模式，没有结合行业需求进行创新。[9] 如管理沟通等课程，

很多学校的老师依然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实训，学生的实际应用沟通能力并没有

得到有效提升。

2.2 具备行业经验和背景的应用型教师严重缺乏

受传统研究型高校的影响，大多数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依然

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科研轻能力”的情况，理论型专业教师

较多，具有行业背景的教师少，教师学科专业结构、专业实践和

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改善。[10] 受高校岗位管理体制和经费的

限制，高水平企业导师数量不足，部分企业导师缺乏教学经验，

限制了企业导师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影响了人才培

养的质量，不利于推动产教融合进程。

2.3 校企合作方式流于形式

校企合作可以解决高等院校在教育方面“重理论，轻实践”

的现状，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但是实际中校企合作效果不乐观，

主要有以下几个体现。首先，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虽然很

多高等院校积极联系企业进行合作，但是从企业短期效益获取

来看，部分企业参与的热情却不高；其次，企业提供的实习岗位

与人才培养需求不一致。一些企业提供的有些岗位与学生的

专业不符，导致了学生专业技能很难得到提升；最后，校企合作

层次不够深入。学校大多是站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实践环节

去安排合作，企业仅仅把合作局限于为学校提供一个实习的岗

位，而没有把合作作为人才培养的长远计划，校企合作教学深

度不够。

2.4 高校服务社会能力弱

很多地方本科高校都会大力支持和鼓励专业教师到企事

业单位挂职锻炼，鼓励科研教学团队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信息收

集和分析处理等咨询服务，但是效果不明显。专业建设中的校

级和省级项目立项数量虽然较多，但是大多不能转化为社会生

产力，社会效益不明显。仅有个别项目团队与企业事业单位初

步建立合作意向，为之提供项目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提供

信息咨询服务。如何推进应用性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和企

业提供服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3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商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3.1 明确应用型商科人才的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出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

基本组成部分，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明确了方向。为了明确应

用型本科院校的商科人才培养目标，在对行业、企业和同类院

校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组建由行业企业专家、资深教

授及骨干教师参与的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对人才培养目标和

培养方案进行论证，最终明确商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广东省

大力发展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决策推动下，结合学校应用型

转型定位，应用型本科的商科人才培养遵循“厚基础、宽口径、

重实践、强能力”的指导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在应

用”的专业建设理念，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具有“创新、

创意、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商业人才。人才培养强调师

资队伍、专业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等内容与社会需求高度接轨，

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并行，创新与实践能力并重、产教融

合、校企深度合作。

3.2 应用型本科商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途径

3.2.1 以“三创”为导向塑造商科人才培养模式

明确了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具有“创新、创意、创

业能力”的高素质商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学科建设委员会着手

构建了以三创为导向的商科人才的培养模式，该模式的整体实

施方案设计由“创新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创新能力孵化基地”

“创新素质人才培养”三个体系构成，各体系呈现级层关系，又

有相互反馈机制。该模式体现了商科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注重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的全方位培养，将以职业能力

为导向的创新教育纳入常规教学体系之内，突出课程体系建设

和课程教学改革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上的主体作用，有效地实

现在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

创新素质、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了商科类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和

以职业为导向的应用能力。

图 1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商科人才培养模式

3.2.2 构建完备的课程教学体系，分类培养商科人才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多层次、多样化的创新教育

实施途径，针对一年级学生，开设新生入学教育课程、公共基础

类教育课程、通识类引导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针

对二年级学生进一步整合、扩充、完善创新公共选修课程体系，

深化合作性学习课程教学改革，丰富、完善素质拓展项目的“课

程化”建设，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全程性地培养全体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素质。针对三年级学生，增加创新素质教育的课程，增

加专业选修课程实践课程比例，增加专业平台课和任意选修课

程中实践学时和学分比例，将“互联网+”、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和创业大赛”等赛事列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行学

分化管理，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此外，商科人才培养以就业为

导向实施分类培养，鼓励不同专业分设两大专业方向，并配置

相应的方向和模块课程直接与行业需求对接，形成各专业人才

培养的自身特色。

3.2.3 塑造商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平台，以赛促学

商科人才的培养应该遵循实践教学理念，大胆尝试制度创

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在人才培养

方案中设置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在专业课程中设置了实践教学

内容，在教学中开展创新知识教学、创业训练，全方位打造实践

教学平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借助实践教学平台，通过

积极组织、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用的

目的，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近几年来，大量学生参与学

科竞赛，先后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 200 余项。在专业教师的

高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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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下，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近年来成功立项的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40 多项，其中省级 20 多项，国家级 3 项。

3.2.4 深入实施产教融合，四大课堂联动

“第一课堂”主要指校企共同开发专业课程，包括理论、实

验、实训等，教学过程由专业教师负责理论课全程讲授，专业教

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实训。“第二课堂”充分

发挥学生社团、工作室、兴趣小组的纽带作用，邀请企业专家、

毕业学长等为学生讲授和指导，实现“教、学、做”融合。“第三

课堂”采取构建创业（虚拟）公司的形式，让学生自主创业，协作

创新，使其沟通协调、领导控制等能力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和延

伸，契合企业的真实需求。“第四课堂”通过建立网络课程、精

品课程和教学资源共享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网络资源和自

主学习平台。“四课堂联动”无论在课程类型、教学地点、实践

形式等各有不同，但互为补充和完善，实现了教学全过程和全

要素的深度融合。

3.3 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打造应用型教学团队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实践教学

改革，充分发挥双师双能型教师团队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非常重

要。为此，学科建设委员会通过实施“新上岗教师传帮带”“骨

干教师国内外研修计划”，培养和引进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双

师型”教师等举措，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在教师业务

能力培养方面，鼓励一线教师前往企业进行挂职锻炼，组织中

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访问学者选派工作，鼓励并资助专业教师

积极参加国内各类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和学者讲

学等举措，搭建了校企联合的双师双能教学团队。先后派出 10

多位教师前往企业进行了挂职锻炼，派出 5 位教师参加广东省

职业训练局组织的SYB创业教育培训和赛飞国际创业辅导师

培训，顺利获得 SYB 创业导师证书；有 20 多位专业教师通过

考试和培训获得了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3.4 产学研协同育人，打造校企合作新模式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人才培养必须坚持政校行企驱动，助

推产业转型，教、学、研、产多方合作，打造校企合作新模式。利

用产学研平台及校外实训基地的合作关系，组建由行业专家、

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参与的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积极

主动地参与学科发展规划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论证、教学计

划的制定、实践课程体系的设计、横向课题开发等工作，逐步形

成“校企共同开发教学体系，引进真实项目演练”的校企全方位

合作模式，使人才培养更加适应社会发展，实现了教学与企业

岗位需求的紧密结合。通过将核心专业课程及教学标准与企

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发，由学校教师与具有丰富行业企业经验的

人员共同开展实践教学，直接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引进课堂让学

生进行实践演练，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

3.5 分学科组建学生科研团队，积极服务地方经济

为了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各专业教师带领学生跨学科组

建科研团队。目前，基本形成了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和金融

动能中心等服务于地方经济的研究团队，积极为政府和企业提

供信息咨询服务，将科研成果转化于咨询项目。如跨境电商研

究团队受广州市从化区口岸办等政府机构的委托，开展从化跨

境电商综合体项目可行性研究，为佛山国通保税物流中心跨境

电商业务推进提供信息收集、项目论证和咨询服务。这些研究

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地方政府打造开放型

经济提供了新的支撑。

4 结语

作为应用型转型的本科试点院校，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在应

用型商科人才培养探索上巩固基础，发展特色，以提升学生应

用能力为出发点，以“创新、创意、创业”为导向，强调应用型人

才培养层面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有效性，在教学模式、课程体

系、教学团队、服务地方经济等方面积累了一些成果，形成了一

套系统的人才培养方法，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适应

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经验可为其他需要转型

的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借鉴。随着经济的发展，

应用型商科人才培养模式也要不断探索和改进，学生才能够紧

跟社会需求，成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基金项目：珠江大学联盟教育研究院 2017-2018学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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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协同、学创一体”培养电子商务人才的改革与实践
———以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为例 *

钟肖英，高 凯，王秀梅，戴国良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东 广州 510970）

2010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高校要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及师资培养，要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2015 年，首届“互联网+”
大赛开幕，李克强强调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
之中。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业发展迅猛，社会对创业型电
子商务人才需求越来越大, 但是我国院校在培养电子商务
专业人才上存在着只注重电子商务相关知识及相关技能
的讲授，忽视对电子商务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培养的现象。
虽然很多院校也建设并开展了一些创新创业教育的商务
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培养的现象。虽然很多院校也建设并
开展了一些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但是在与专业教育课程
的有机融合和专业实践教学直接衔接的问题上还是存在
很大的差距。

一、应用型本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一） 人才培养普遍存在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脱离的
问题

经过调查与研究，国内大多数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只开
设了创新创业教育系列的通识课程，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更不要说融入专业教育，总体上还处于
一种表面化、不完善的状态，导致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较差，
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密，不能比较好地适应社会需求。

（二）人才培养普遍存在缺少真实的实践教学平台问题
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国内大部分高校电子商务专业

实践教学还停留在软件模拟阶段，通过演示和示范操作，
只能让学生对整个交易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因为脱离真
实的商业环境，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始终无法进行真枪实
弹的演练，实操等应用能力无法得到比较好的锻炼和提
升。

（三）人才培养普遍存在专业教师创新创业教学能力弱
的问题

目前，电子商务专业教师的教学背景及经验相对单
一。大部分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师都是只有从学校到学校这
一种就业经验，虽然理论知识相对扎实，但由于缺乏自身
创业和去企业实践的工作经历，自身实践能力也尚存在着
不足之处，因此在进行创新创业教学时，只能片面地传授
理论知识，难以将创新创业教育的成效真正发挥出来，影
响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很多高校会通过聘请企业
导师进行实践教学，但企业导师又缺少系统的电子商务专

摘 要：目前，电子商务在专业教育课程与专业实践教学、创新创业教育的衔接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过“校

企协同、学创一体”等手段对培养创新创业型电子商务人才进行改革与实践，对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电子商务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近年来在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难题及采取的改革措施进行总结与分

析，以期为兄弟院校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校企协同；学创一体；创业；电子商务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0）09-0155-03

Abstract: There is a fairly big gap of convergence of e-commerce with between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courses, professional
practical courses and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educational courses at present. It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practical colleges inno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e-commerce talents by means such as "college-enterprise collabo－
r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study and employment" to prompt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practical talents in e-commerce major.
Investigations and conclusions were made about the difficulties met and innovation measures taken during the e-commerce talents
cultivation practicing of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recent years. The efforts of this paper are expected to lend a
mirror to fellow colleges.

Keywords: college-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integration between study and employment; employment; e-commerce

*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 2018 年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四堂联动，三项融通，校企共赢’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粤教
高函[2018]180 号）；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电子商务”（粤教研函[2017]1 号）
作者简介：钟肖英（1982-），女，汉族，广东东莞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教学与改革；高凯（1982-），男，汉族，湖北荆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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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
二、构建“3+1”创业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以“校企协同、学创一体”为实施手段，培养“3+1”的
创业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通过实施校企联合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共同建设课程等方式将创业教育全面融入专业教
育；通过校企共建实训中心、打造“学练竞创”一体化实践
教学云平台等手段将创业实践全面融入专业实践；通过组
建“企业导师+专业教师+毕业学长”多元教学团队将创业
师资全面融入专业师资，解决了电子商务专业存在的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育脱离，专业实践与实际需求脱节，校企师
资团队如何进行深入融合的难题。通过该模式，培养的电
子商务专业人才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及个人综
合素质获得了大大的提升，创新创业实践成果丰富。该人
才培养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3+1”创业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一）通过校企协同共同构建“专创双向融合”的电子

商务专业课程体系，解决了专业与创业教育脱离的问题
在深入行业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本专业通过“校企密

切协同、学创融为一体”构建了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双融
合的课程体系，以解决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脱离的问题，
如图 2 所示。

图 2“专创双向融合”的课程体系示意图
该课程体系以“校企协同、学创一体”为出发点，通过

开设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和跨境电商等专业核心课程
将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教育中，通过课程的实操训练和鼓

励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培养学生创新和创业能力。
通过新开设网店运营实训、微商运营和微信小程序设

计等实践课程，将创业实践无缝融入到专业实践中。在“企
业导师、专业教师和毕业学长”的共同指导下，创业团队承
接企业代运营项目培养实践能力。

通过创新创业通识课程的学习及各种第二课堂活动，
鼓励学生自行组建兴趣小组，成立学生工作室，“边学边
创，边创边学”，把优秀成果进行转化、孵化和创业实践。通
过“学创一体”提升学生的专业与创业综合素质。

（二）通过构建接近企业真实运营的实践教学体系，解
决高校缺乏真实的实践教学平台的难题

为了营造真实的实践教学环境，校企共同投入 120 多
万建设了接近企业真实运营环境的实训室，该实训室包括
商品展示区、电商运营区、商务洽谈会议室、摄影中心、物
流与供应链中心，接通高速的光纤网络，安装了包括电子
商务 3D 模拟软件、订单管理系统、库存管理系统、财务管
理系统等多套应用软件，并与企业共同编写了 5 本实训指
导书，为创业实践与专业实践创造了条件。

以实训室为基础，校企深入协作，打造了多元高效、贴
近电商实际的“学练竞创”一体化实践教学云平台。通过
“学”———学习创新创业知识，开展创新创业讲座，引导大
一新生，培养创新意识和素养。“练”———进行各种创新创
业训练，比如成立自媒体运营工作室，在“校企双导师”指
导下承接黑鸟代运营项目。“竞”———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
级各类学科竞赛。“创”———校企协同孵化优秀项目，转化
成果，如图 3 所示。

图 3“学练竞创”一体化实践教学云平台
（三）通过打造“校企双导师+毕业学长”师资队伍，解

决专业教师创业教学能力不足的难题
为了解决专业教师创业教学能力不足的难题，实现校

企师资团队深入融合，本专业近三年共选派 20 多人次的
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大力培养双师双能型教师
团队；从唯品会、京东商城等合作企业遴选了 32 位企业高
管担任企业导师，建立了企业导师库；将网店运营实训等 8
门创业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聘请“企业导师+专业教师”共
同授课；从毕业生之中遴选 40 名优秀学长打造“学长导师
库”，与“企业导师”、“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创
业实践。

三、“3+1” 创业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实施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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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实施以来，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发
展势头良好，大量在校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主动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不断参加各种真实的
创业实践活动，并积极为社会提供服务。学生的创新、创
业、实践能力及综合素质均获得了较大的提升。人才培养
模式受到了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中国高校之窗等媒体的
报道和广泛关注。

（一）学生创新创业等实践应用能力显著提升、创新创
业教育实践成果丰硕

近 5 年，学生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
项 118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5 项，省级项目 35 项，3 个学生
项目团队入选团省委攀登计划和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
育专项资金项目，累计获得各项创新创业资助经费约 80
余万。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活动，共获得省级
以上奖励两百多项，在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2018 年，我校
承办了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
战赛广东省赛，举办成效广受参赛高校的一致好评，并获
得教育部电子商务教指委颁发的优秀省赛承办单位奖。大
量学生尝试创业实践，创办网上商店 1000 多家，其中销售
额超过千万的有 22 家，运营微信公众号 9 个，获得国家专
利 5 项，创业团队获得总额超过 150 万元的天使投资。
2012 级学生黄碧姬作为青创代表，受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会主席马云邀请，成为阿里巴巴上市 8 名敲钟人之一。

（二）学科发展势头好，创新型人才培养社会满意度高
近年来，随着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实践逐步深入，

我校电子商务学科发展势头迅猛。2016 年，电子商务专业
成功入选广东省教育厅省级特色重点建设学科，获批国家
级项目 3 项，省级项目 20 多项，学科总建设经费达 480
万。

近 3 届毕业生创新创业能力总体满足度均高于 85%，
就业率高达 98%，创业率高达 2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居全校第一名，名列广东省同类院校第三名（来自广东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大量学生毕业后入职
京东商城、唯品会等国内知名电子商务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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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电子商务专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品
牌声誉。

（三）人才培养模式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示范辐射效应
凸显

教育厅、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等上级领导单位多次就
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专题调研并高度评价。电子商务
教指委主任魏明侠教授特别指出该模式独特新颖，对电子
商务创业型人才培养和发展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和借鉴
意义。2015 年，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经验被广东省教育
厅作为应用型本科典型案例向全省推广，直接带动了广东
培正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等 27 所同类院
校到校进行经验交流。

为了更好地推广成果和介绍成功经验，中山大学南方

学院承办了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并协办
了第九届全国电子商务“三创赛”国赛，钟肖英副院长就如
何培养“3+1”创业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做了相关主题发
言，并对成果进行了推介；大量专业骨干教师积极参加教
育部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等会议，就如何培养“3+1”创业
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进行经验交流。艾瑞深中国校友会
网、中国高校之窗等媒体对我校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进行了相关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好评。根据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 2019 年中国大学一流专业排名显
示，电子商务专业被评为 6 星级中国顶尖独立学院专业。

（四）校企协同共建创新创业实训中心，直接实现社会
服务价值超百万

与唯品会、京东商城等知名企业深入合作，校企共同
投入了 120 多万元，建立了总面积 200 多平米的电子商务
创新创业实训中心；与唯品会、淘宝大学等单位进行深度
校企合作，建立了 25 家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组建了“双导
师+优秀学长+专业学生”的创业团队，为广州京建物流公
司、从化市政府、佛山国通保税物流中心、天河区港澳青创
中心提供软件设计、跨境电商项目论证和咨询、数据收集
和分析等服务，实现直接社会服务价值 138 万，成果显著，
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四、结束语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对创业型
的高素质应用人才需求不断增加，高校电子商务专业教育
如何与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培养出能适应社会需求的人
才，还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我校通过
“校企协同、学创一体”，使得高校、企业、教师和学生紧密
联成一体，发挥出校企协同的价值，整合各类实践教学和
创业资源，实现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成果共享。
通过这种方式，既有助于学生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
育，也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优秀高素质人才。当然，
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当中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从而制定出
更加符合实际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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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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于三种核心手段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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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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