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６

独立学院物流专业课程考核问题及对策研究 ①

向慧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１４）

摘　要：以闭卷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难以适应我国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应从优化物流专业课程考核

体系、推进专业课程的全过程考核管理及加大形成性考核力度等方面，全面科学地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能力，从而

提高独立学院物流专业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有效实现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独立学院；物流专业；课程考核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０－００７９－０２

物流是一个跨行业、跨学科、跨技术的专业，该专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要有较广的知识面，还要有较强

的动手操作能力。在独立学院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课程教学一直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检验课程教学效果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考试。但当前，大多数高校主要是采取以

知识题所占比重较大的闭卷考试为主要考核方式，导致学生死记硬背，机械地再现部分学习内容，甚至

会出现学生“考完一门忘一门”的怪象，造成了学生学习专业课的积极性不高，更谈不上为社会培养应

用型物流专业人才目标的实现［１］。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考试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科学有效地考核

方式引导学生全面掌握和应用物流专业知识，从而推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物流专业人才的市场竞争力。

１　独立学院物流专业课程考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第一，专业课程考核照搬母体高校考核模式。在独立学院创办初期，多数物流专业课程是依托母体

高校设置的。对专业课程的考核也常常是照搬母校模式，没有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

进行必要改革和创新，形成适合自身的考试制度，只是片面追求学生对物流专业相关理论知识的记忆或

理解程度，限制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无法体现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特色，这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独立学院的发展，也抑制了物流专业人才培养。

第二，考试成绩以闭卷考试为主，形成性考试比重小。相对于任课老师来说，闭卷考试的评分较为

客观、公正，易于给出一个具体分数。因此，大多数独立学院在专业课程考核中采用以闭卷考试为主、形

成性考试为辅的考核方式［２］。以某独立学院考试课成绩构成为例：期末考试成绩占８０％，形成性考试
占２０％。而试卷内容主要是从课本或题库中抽取相关内容进行命题，因此，许多学生仅仅是在临考前
突击复习，精力主要放在背书和背课堂笔记上，并未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进一步提高，时间一

长，那些靠临考前强记强背的内容往往很快就被遗忘。加之考试时间有限，试卷很难覆盖课程全部内

容，如遇到一些既重要而计算量又大的知识点，就无法全面考核学习效果。虽然独立学院大多数学生的

学习基础相比于高校母体本科存在一定差距，但却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而这种以考为主的教学和考核

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大部分学生没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欠缺丰富的实践经验，甚至有

学生两年大学专业课学习下来，连仓库的收发货订单都不会处理。这也是当前独立学院培养的学生缺

少市场竞争力，难以满足当今物流行业对人才需求的主要原因。

第三，形成性考核无法全面、公正衡量学习效果。从目前来看，大多数独立学院的专业课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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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考核主要采用课内考勤、课堂提问或案例讨论、平时作业等形式来评定学生平时成绩。由于闭卷考试

是主要的评分依据，教师还要权衡及格率，使得课内考勤与提问的成绩往往有名无实，不能真正引导和

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积极性；而对于课后的作业或者社会调查，任课教师很少也很难对学生的作业

展开过程控制，往往凭上交文本或作业评定成绩，可能会出现抄袭作业的学生的平时成绩高于独立完成

作业的学生，这严重伤害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平时成绩虽加入了课外实践调查，由于缺少与物

流企业的合作，大多数情况都是学生课后自行安排，调查的结果基本上是走马观花，报告内容空洞，有些

学生甚至直接在网上下载相关资料来提交文本，也就造成了形成性考核常常流于形式的尴尬境地，并且

很难也很少有学生会愿意深入理解课堂教授理论知识，难以达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目的。

２　独立学院物流专业课程实施考试改革的对策
第一，更新考试观念，建立适应独立学院的课程考试体系。首先，教师和学生重新认识考试功能。

对独立学院的教师来说，应认识到大学考试的内容、方法、手段对学生专业课程学习有很大的引导功能，

须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及行业发展趋势，在教学过程中能将考核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真实掌握学生

的学习效果［３］。而对学生来说，要充分认识到考试分数不是一切，应注重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要

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自己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其次，需要将整个学习过程纳入考核体系，即除了关注学生

的考试成绩之外，也应当关注学生的专业课程的整个学习过程，并产生学习心得和体会。采用平时考核

和期末考核等多种考核方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评价，使评价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让学生在总结和

反思中明确学习目的、改进学习方法、端正学习态度，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实现能力和素质的全面

提升，才能更接近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

第二，加大形成性考核力度，推进专业课程学习的全过程考核管理。结合物流工程专业及独立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将整个学习过程纳入考核体系中，才能更全面、科学地衡量教学效果。可通过

增加实验操作及实践应用考核比例等形式，加大形成性考核力度，逐渐形成闭卷、开卷、半开卷、案例讨

论、实验仿真分析及实践调查等相结合的多种考试形式，以考查不同教学阶段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并将各阶段检测结果的综合评比逐步取代结课后的一次性考试。从而，引导学生学习的重点向知识的

综合运用、科学的思考能力与创新意识转变，使考核方式更为科学合理。由于形成性考核主要是关注学

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效果，一方面，可通过案例讨论的形式检验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另一方

面，可根据物流工程专业及独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增加实验操作及实践应用能力的考核比例，着

重考察学生独立完成实践操作的能力、查阅资料的能力、数据处理分析的能力及研究报告的表述能力。

只有通过多样化、全过程的考试手段才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第三，重视形成性考核效果，将考核过程落到实处。当前，实践动手机会少导致物流人才进入企业

工作后不知从何处下手。近些年来，部分独立学院也着手人才培养改革，加大了形成性考核的力度，希

望能更灵活、深入检验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并提高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从实施效果来

看，形成性考核常常流于形式，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所以，除了在考试总成绩中加大形成性考核所占

比例，还应建立明晰的形成性考核制度及考核评判标准体系，将形成性考核等同于试卷考试，从而加强

学生对形成性考核的重视。在专业课程教学中，为推进全过程考核，可借助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学生

可以随时在网上进行自我测试，检验学习效果，并且将每次测试的成绩作为形成性考核成绩评分的重要

依据，督促学生积极参与，认真对待。

３　结语
应结合物流专业人才需求特点，建立适合独立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评体系，并采用多种形式的考核方式

全过程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及效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意识，使学生最终能将所学专业理论知识

应用到今后要从事的实际生产工作中，增强人才的市场竞争力，真正实现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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