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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专业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实践教学系统设计策略研究
资道根

（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物流专业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关键在于课程的开发与设计。采用 SS&FP、ASK、PRM、Q&EI、7W3H 等关键

技术，聚焦工作任务操作、问题解决、效率提高、职业素质培养等开发课程，按照“小阶梯、细颗粒”方法，构建学习者知识、技能、

态度与素养起点状态和目标状态平滑联结的、便于自学的课程内容，解决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企业合作动力不足、

工与学时间资源冲突、教学和教学管理难以实施”等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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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指的是将职业教育教学课

堂从校内迁移到企业实行“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教

育教学模式，该模式具有教学内容和工作内容转换直接、职业能

力无须迁移的特点，因此避免了传统的课程开发方式带来知识过

时以及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脱节的问题，为提高学生岗位的适配

性奠定了基础。

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教学的实施有利于学校、企业、学生、

教师、政府等各参与方建立多方受益的职教生态系统。学校可获

得来自企业的设施、设备、生产技术等要素资源，以及因企业顶

岗实习而腾出的宿舍、教室、实训室等办学设施。企业可获得解

决短期用工临时用工问题、长期的人力资源积累、较低的人力成

本以及享受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等增量收益。学生可获得积累一

定的工作经验、取得可观的工作报酬等收益。教师可获取教科研

研究素材和实践锻炼的增量收益。政府获得促进公民高质量就业

的增量收益。

一、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挑战分析

实施将教学场所从学校迁移至企业的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

养模式需要处理好教学难以实施、企业合作动力不足等系列问题

的挑战，以创造必要的实施条件。

（一）教学难以实施问题分析

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教学难以实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首先是“工”“学”时间资源冲突问题。在时间资源一定的

框架约束下，“工” “学”时间资源必定产生冲突。其次，是学

习者和学习场所分散的问题，学习者和学习场所分散使得现场教

学难以实施；三是教学内容不一致的问题。学生进入不同的企业

和岗位，即使同一行业相同岗位，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对象等的

不同，其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每个学生的学

习内容也不同，这也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二）企业合作动力不足问题分析

学生进入企业上岗后，企业为支持学生工作和学习需要支付

一定的成本。另一方面，学生进入企业岗位从事生产性工作，工

作产出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产出收益。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则会

激发企业合作的动力，反之，则会削弱企业合作的积极性。

二、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实践教学系统设计策略

研究 SS&FP、ASK、PRM、Q&EI、7W3H 等课程开发技术，

聚焦工作任务操作指引、问题解决、效率提高、职业素质培养等

开发课程内容，按照“小阶梯、细颗粒”规则，构建学习者知识、

技能、态度与素养起点状态和目标状态平滑联结的，便于自学的

课程内容，通过这种自助式学习模式，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缩短学习周期，削减企业培养成本，从而达到解决企业在岗工学

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企业合作动力不足、工与学时间资

源冲突、教学和教学管理难以实施”等关键问题。

（一）科学地设计培养目标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课程开发设计的主

要依据。在对用人单位职业技能人才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人才

培养目标，应含有学习者适配岗位工作的短期培养目标和学习者

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1. 短期适配岗位工作

短期适配岗位工作指的是学习者能在较短时间快速适应工作

环境，满足岗位工作要求，达到岗位工作标准。学习者短期适配

岗位工作的培养目标时应根据岗位工作情况、岗位工作要求、学

习者的学习基础和学习潜能等确定。                    

2. 长期职业生涯持续发展

在教学期间应培养学习者的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

教学期间培养学习者的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发展能力、职业成长

意识、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等，为学习者职业生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

（二）构建自助式学习系统

通过 SS&FP“小阶梯、细颗粒”开发技术，实现学习起点状

态与学习目标状态平滑连接，打造便于学生自助和自主学习的学

习系统。学生通过自助式学习系统学习工作技能，不但能节省企

业兼职指导人员的时间，减少企业兼职人员因花费时间指导学生

技能操作而带来的产能损失，而且能缓解“工”“学”时间资源

冲突，减少学生因花费时间用于学习而带来的产能损失。

（三）构建技能快速提升的教学系统

以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为开发对象，按照 SS&FP 开发技术和开

发规则，采用 ASK（Attitude、Skill、Knowledge）技术，聚焦能完

成岗位基本工作任务，设计岗位操作指引；采用 PRM（Phenomenon、

Reason、Measures）技术，聚焦问题解决和难点重点的学习，编

制难点问题解决方案库；采用 Q&EI（Quality& Efficiency）开发技

术，聚焦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提高，编制工作优化方案库；采用

7W3H 模式聚焦职业素养培养开发职业素养培养方案库。通过以

上模式开发构建的技能快速提升教学系统，能高效率地促进学生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提升工作业绩的目标。

三、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教学课程开发关键技术

针对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挑战所采取

的课程开发策略，需要采用的课程开发关键技术包括 SS&FP、

ASK、PRM、Q&EI 以及 7W3H 等。

（一）SS&FP 课程开发技术

SS&FP 分别代表 Small Step（“小阶梯”）& Fine Particle（“细

颗粒”）。指的是考虑学习者已有学习基础和能接受的学习难度

情况下，将复杂的学习内容分解为较为简单的学习内容，构建学

习者知识、技能、态度与素养起点状态和目标状态平滑联结的，

便于自学的课程内容。在以工作任务为载体开发课程内容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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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工学一体化模式中，可将其映射为把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解

至单元工作任务并分析完成单元工作任务所必须的知识、技能、

态度与素养，构建课程内容。所谓单元工作任务在此指的是不能

或不必再分的基本工作任务。

（二）ASK 课程开发技术

ASK 课程开发技术中的 ASK 分别代表 Attitude（态度）、Skill（技

能）、Knowledge（知识）。ASK 课程开发技术聚焦工作任务完成

所需要或所具备的工作态度、工作技能和知识。为此，需要将岗

位典型工作任务分解为单元工作任务，根据培养目标和完成单元

工作任务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形成知识谱、技能谱和素

质谱汇总编制形成结构化的课程内容。

（三）PRM 课程开发技术

PRM 是“现象呈现”（Phenomenon）—“原因分析”（Reason）—“措

施及解决方案”（Measures）的简称。PRM 模式是在培养目标的

框架下，聚焦问题解决的一种课程开发技术，其关注的重点是问

题的解决层面。PRM 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从发现问题与现象开始，

找出岗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其次，从问题出发，分析问题影响

因素和解决条件，分析现象或问题的形成原因，针对原因提出解

决措施，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Q&EI 课程开发技术

Q&EI 是 Quality（质量）& Efficiency（效率）的简称，是在培

养目标的框架下，聚焦工作质量、工作效率提高和提升工作业绩

的一种课程内容开发技术。其基本原理为，在能够完成工作任务

的基础上，分析提升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相关因素，制定相关

措施并实施这些措施以提升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在分析形成一

些列措施以后运用 ASK 模式提出学习和训练计划，并加以实施，

从而达到提高工作项目的质量和效率的目标。

（五）7W3H 课程开发技术

7W3H 指的是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训练的一种方法。是一种

指导教师对学生通过启发提醒、阐明厘清、指引导向，使学习者“明

晰目标，了解自我现状，调整激发积极的心态，努力行动提升改进”

达到提升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目的的一种训练技术。

四、物流专业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课程开发实例

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教学模式可应用于各个专业，本文以物

流专业为例，引入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结

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目标阐述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课

程开发。

（一）SS&FP（Small Step& Fine particle）技术

以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文件单证岗为例，按照：制作提单→

获取提单信息→常规资料收集→确认资料收集对象的顺序分解工

作任务至单元工作任务。同理，给船公司提供资料信息的工作任

务也可按照“给船公司提供资料信息→给船公司提供补料信息→

确定补料内容→收集补料”的思路进行分解得到单元工作任务。

（二）ASK 课程开发技术

以“确认收集资料对象”单元工作任务为例，完成单元工作

任务所需具备细致、耐心的态度（Attitude），信息查询和信息沟

通确认（Skill）的技能，提单与提单常规资料的知识（Knowledge）

等内容。

（三）PRM 课程开发技术

以 单元工作任务“收集补料资料”为例，货代公司向船公司

提供这批货物的详细资料，在该业务中通常存在“船司收取迟补

料费”的现象（Phenomenon）：其原因是因为客户不能及时提交

补料信息导致临近截关时间交资料或延期交资料，以致船公司会

收取迟补料费迟补料（Reason）。解决措施 (Measures) 包括：通过

邮件催促客户，提前给客户邮件告知晚递交数据会产生的一系列

后果以及费用，客户不愿意承担或者推脱没有及时提醒，也可邀

请客户和业务进群，请他们帮忙催促客户等。

（四）Q&EI 课程开发技术

仍以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文件单证岗 “制作提单”效率提高为

例，经过分析，影响制作提单效率的问题和现象包括：“客户提

供信息不全”“录单错误率高”“录单系统缺乏目的港信息”“录

单系统缺乏初始客户资料”。客户提供信息不全的原因包括：“客

户忙碌、客户不清楚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客户不能及时获取

资料信息、客户主观不重视”等。针对这些原因，采取的措施则

包括：“可给客户提供数据模板和填写说明、通过电话或小视频

进一步解释说明、在截补料前告知客户提供完整的补料信息、在

补料之前告知数据不全将会带来的后果”。

（五）7W3H 课程开发技术

以制作提单为例，该项工作的完成须具备一定的耐心和细致

心。指导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发问引导学习者实施细致耐心提升训

练，第二阶段学习者回答发问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十个问题。

什么是细致耐心？（What）（阐明含义）                                                             

请说明具有细致耐心的意义和价值？细致耐心弱的后果是什

么？如果长期如此，对你的职业生涯发展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

（What）（明确价值和意义）   

你的细致耐心属于哪个等级？请列举日常工作中的事件证明

（What）（厘清现状）  

制作提单工作须达到耐心细致的哪一级以上？你打算在多长

的时间将细致耐心提升到这一级或以上？（What）（树立目标）

怎样提升你的细致耐心？其方法或措施是什么（How）（行

动措施）   

请说出提升一级细致耐心的困难和障碍（Why）（分析障碍）

使自己的细致耐心等级提升一级需要投入多大的资源？

（How）（预计投入） 

如果你的职业成长意识提升一级，则能带来什么效果？（What）

（评估效果）                                                                        

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提升自己的细致耐心？（When）（行动计划）                                       

怎么判断你具有了良好的细致耐心？（How）（结果证明）      

五、总结

本文研究分析 SS&FP 、ASK、PRM、Q&EI、7W3H 等技术开

发课程，构建自助式学习和技能快速提升的教学系统，解决了企

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企业合作动力不足、工

与学时间资源冲突、教学和教学管理难以实施”等关键问题，为

企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突破了关键约束，为企

业在岗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应用和我国职业教育模式

变革打开了空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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