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近几年，我校一体化教学的思考和探索正在向纵深发展，

形成了良好的势头。但在推广实施中，仍存在观念认识、改革

思路及实施经验等方面问题。我们认为电子商务专业一体化课

改应当从一体化教学体系的构建方面进行。同时，应注意形成

“一个特色”即一体化教学方法特色；实现“三个结合”，即：

与合作企业办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培养、年度科研项目相结合。

一、电子商务专业一体化教学体系的构建

在“市场标准、国家标准、学校标准”教学思想指导下，

我们从建设一体化教师队伍、编写一体化教材、优化课程结构、

开展一体化教学成果评价等四个方面，在电子商务专业进行了

一体化教学体系的构建。

（一）一体化师资队伍建设

在一体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具有企业工作经历非常重要。

我校聘用企业的中层以上技术骨干或技术管理者多名，他们具

有极其丰富的企业一线经验，对我校的教师有很大帮助。我校

在专业教师培养过程中，首先明确了培养方向，为每位教师制

订培养计划，并帮助其实施计划达到目标。其次，学校对在教

学、科研和社会专业活动有突出能力的老师给予及时引导，重

点培养教师“教学、科研、考评、工种开发”四种能力。再次，

学校定期派教师去企业进行实习锻炼，鼓励教师参加各类学术

活动，实施教师综合能力的培养。

（二）一体化课程教材的建设



一体化教学必然要求教材的形式和内容也实现一体化，即

老师的教材、学生的学材、教与学共同的参考资料的编写一体

化，实训指导书、操作工作页、学生作业的编写一体化，多媒

体教材、书面教材的编写一体化。

（三）调整优化课程结构

本着“必须、够用为度”的原则，对原有课程结构进行压

缩、合并、删减、添新，以设置模块为载体，打通了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的脉络。每个模块相对完整，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

要求配给不同的学时。电子商务专业有一个范畴较大的教学内

容，可以根据学生的入学基础、学习能力、年龄特点、男女生

比例、毕业就业大致方向等因素，灵活调整不同内容之间的比

例，既不失电子商务专业自身的系统性，又不必在学时上超出

太多。

（四）一体化教学

建立一个符合电子商务现代职业教育要求、与企业工作场

景对接、高效管理、安全环保的综合电商教学中心，是构建一

体化教学体系的物质保障。在建设综合电商教学中心时，我校

根据自身条件，充分考虑教学模块之间的衔接，优化教学中心

的有效空间，营造完整的职业氛围。我校拥有一个“综合型电

商实训实验室”，一个“综合型电商实训场地”，一个“多媒体

教学区”形成了“功能完备，资源共享，高效利用，有机管理”

的“一体化综合电商教学中心”，实现了两项重要功能：

1、整合工作场所功能：专业教学、实训操作、教研、课外

辅导、课外专业活动等活动统一在一个大空间内进行，教学、

学习效果显著；使用相同的设备和工具的教学活动，可在一个



教学空间进行，提高了设备使用率，并具备了 “情景化教学”

的条件和氛围。

2、整合工作过程功能：在教学中心的场地和操作流程中，

明确了“集合整队→布置任务→工装整备→紧急处置→完工检

查→总结评议”的指定场地和规定流程，学生在这种完全按照

企业模式去做的过程中，渐渐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五）一体化教学课程效果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一体化教学课程效果评价体系，是实现一体化

课改目标、实现教学质量提高的必要保障。为此，我们初步确

立了 6 个评价要点：

1、是否达到“市场标准、国家标准、学校标准”的统一；

2、学生的“知识、技能、习惯、协作、创新”能力是否有

综合提高；

3、课堂上的“目标、过程、成果”是否融合；

4、教学成本 “课时量、设备利用率、材料能源消耗、人

员场地占用、安全边际成本”等是否优化统一；

5、与兄弟院校同等专业课程的横向对照；

6、对学生考试成绩与学习过程的综合测评。

二、一体化教学目标实施建议

汽车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庞大复杂，知识点覆盖广，能力要

求较高，操作性强，客观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在教学方法、教

学软硬件管理、校企合作办专业、整合教学资源等方面积极尝

试，实现“一个特色”、“三个结合”的教学目标。

（一）一个特色

特色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撑。将一体化课改教学特色



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全面体现“听 、看、 做 、说 、写 、想”六要素。

以《短视频制作与运营》课程为例，将“讲、做、考、评、写”

结合起来，一节大课分几个阶段，边讲边做，边做边考，边考

边评，边评边写。用摄像机将学生的动作全程记录下来，在播

放学生动作录像的同时让同学自评互评，并自我总结要领，完

成工作页记录。这种方法类似企业一线师傅提出的“听一遍不

如看一遍，看一遍不如做一遍，做一遍不如自己说一遍，说一

遍不如写一遍”的“制作”理论。

2、学生作业与企业要求无缝对接。以《网店运营》课程为

例，直接将企业中网店运营技术应用到教学中去，学生完成工

作的流程以及技术要求与企业的一致，既提高了工效又让学生

高质量完成了作品，实现了与企业工艺的无缝连接。

3、各课程根据等级要求在教学上各有侧重。以《电子商务》

课程为例，中级工教学侧重“动作要领口诀化，知识要点卡片

化，布置作业任务化”；这些经验的总结，很好地反映了一体化

教学理念在每个具体老师身上的深刻影响力和巨大创造力。

（二）“三个结合”

1、与校企合作办专业结合。一体化课程改革应与校企合作

工作紧密结合。从国内市场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需求大，

技术升级快，设备要求高，现场经验要求多。在多方调研，经

过反复论证后，我校决定与周边电商企业合作，形成校、企、

生“三赢”局面：学校即节省了教学场地和大型工装设备的投

入，学生也能在一流电商企业的工作过程中学习，企业获得需

要的技能人才，节省了庞大的培训费用。



2、与学校教研课题设计结合。一般说来生产性科研任务源

于生产一线的实际需要，而教学科研的项目也必然源于教学及

教学管理的需要。教学科研对一体化教学项目的设计也产生了

极大的促进作用。笔者所在教研室连续几年的教学科研项目都

紧贴教学一线，如《电商直播》就是集教学原理功能演示、学

生实际操作训练、技能鉴定考评功能于一体的优秀教研成果，

使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

3、与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结合。一方面，将学生工作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与职业习惯紧密关联的内容作为成绩记录。如：学

生剪辑的短视频——体现学生的创造能力，学生在规定操作中

创造的最短时间记录——体现学生协作优化的能力，学生自己

探索出来的剪辑短视频的操作流程——体现学生的职业能力，

学生作品的精美程度——体现学生的技能水平等；另一方面，

将学生在一体化教学现场的职业素质表现作为成绩内容记录。

如：学生在现场是否担任小组操作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学生在

现场的工作表现，学生在现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学生在现场

发现问题的能力表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