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7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Jul. 2025

第 63 期 No.63

基于结构化+BOPPPS的交通运输专业导论课程

改革研究
——以新工科核心素养培养为导向

刘圆圆*，韩 霜，王小霞，胡三根

广东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随着新工科建设的推进和《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交通运输专业面临着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的迫切需求。本文以《专业导论》课程为例，提出并实践了基于“结构化+BOPPPS”的教学模式，旨在培

养交通运输专业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其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通过课程内容的系统化重组、

教学流程的优化设计以及过程性考核的强化，构建了以六大模块为内容的结构化知识体系，有效解决了传

统教学中知识碎片化、学生参与度低、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该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学

生的专业认知、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为新工科背景下交通运输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实践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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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正经历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要构建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体

系。在此背景下，教育部推进的新工科建设

呈现出学科交叉性、技术前瞻性和实践创新

性三个显著特征。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

产业变革，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旨

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交通运输专业作为新工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面临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广泛应用，人才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1-2]。

《专业导论》课程作为交通运输专业的

先导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专业素养、激发

学习兴趣的重要任务，是专业认知的启蒙者、

学习动机的激发者，更是核心素养的奠基者。

大一新生刚进入大学，对专业的认知往往较

为模糊，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导致对

专业的理解偏离核心方向，接受交通运输专

业核心素养的认知培养至关重要。

核心素养包括交通工程的基本理论、实

践能力、创新思维以及跨学科的综合应用能

力。这些素养的培养需要从大一阶段开始，

通过系统的课程知识体系设计和教学模式改

革，引导学生逐步形成对专业的全面认知和

深入理解。然而，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知识体

系碎片化、学生参与度低、考核方式单一等

问题，亟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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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专业导论课》为教改课程的必

要性

交通运输专业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应

用性强的特点，涉及数学、心理学、计算机

科学等多个学科[3-4]。作为专业先导课程，《专

业导论》课程在帮助学生形成专业认知、激

发学习动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

课程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1）核心素养意识不足

交通运输的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特点，

使其成为了其他学科跨领域进入交通的便捷

通道。另一方面，交叉学科带来的计算机、

互联网、智能等新技术和理念，促进了交通

的飞速发展，但是对传统交通工程带来了冲

击[5-6]，增加了学生对交通学科“软学科”的

错误认识。实际上，“交通大脑”、“智慧

高速”、“交通元宇宙”等新兴技术背后所

需的交通大数据分析算法、道路通行能力、

路网容量、合理限速数据等交通基础理论常

常被忽视。

（2）知识体系划分不合理，内容易重复

交叉

为了应对新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在已有

培养方案基础上新增课程，且以 2 学分的小

课时居多。这种短平快响应式的课程建设，

既容易造成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的人为分割，

又容易产生课程之间存在内容重复交叉的问

题。目前导论课对新增课程与已有课程内容

知识体系存在覆盖不够或覆盖过细，对新生

全面认识专业，在大一初期激发专业学习兴

趣，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引导教育性不够。

（3）教学模式单一，学生主观能动性不

足

传统的交通运输导论课程教学大都以教

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学习，积极性不高，其

创新思维能力难以得到提高[7]，难以体现“新

工科”教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无法

达到“新工科”培养创新型工程类人才的目

的，亟需进行与新工科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

养能力养成一致的教学模式改革。

（4）考核方式指标体系量化不够，学生

“核心-综合素质”的多层次考核欠缺

现阶段专业导论课大多数采取考查的形

式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考察，导致教

学过程重理论而轻实践，容易打消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热情，造成学生未全面认识专业

就产生“厌学”心理，也难以凸显实践考核

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核心素养意识建立方

面的重要性。

三、基于“结构化+BOPPPS”的交通运输

专业导论课程教学模式方案

（1）重组课程教学内容，构建目标导向

的结构化知识体系（Objective）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遴选重要观念、主题

内容和基础知识，优化课程内容组织形式，

增强内容与育人目标的联系；开展跨学科主

题学习，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

科间关联，强化实践性要求；构建“学科方

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导论课程-知识粒度划

分”的结构化知识体系，凸显学科本质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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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梳理交通工程、运输管理、信息技

术等领域的核心概念及其关联关系，形成“概

念-技能-素养”三维知识网络。

（2）摸底学生知识储备，建立差异化的

课程引入素材库（Pre-assessment & Bridge）

针对学生知识储备差异大的问题，通过

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兴趣和先

备知识，调整教学内容的深度和进度；结合

结构化教学模块，研究视频、动画、故事、

问题等引入方式，形成符合学生需求的课程

引入素材库。针对数学薄弱学生，开发“交

通数学基础强化包”，包含运筹学动画演示

（如单纯形法几何意义）、统计推理交互游

戏；针对技术兴趣学生，提供开源数据集等

案例库，支持自主探索。

（3） 匹配多手段教学方式，构建学生

参与式立体化学习方法（Participatory Learni

ng）

采用个人报告、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案例分析等多样化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参与积极性；匹配“听-说-读-写”

多手段立体化教学方式，强化学生的专业核

心素养和综合素质。比如，课前通过慕课学

习基础理论，课中开展“交通仿真擂台赛”

——各组用 Synchro 软件优化同一交叉口，

现场评比延误降低率。

（4）加强过程测评，优化目标考核及总

结体系（Post-assessment & Summary）

通过回答问题、小测验、操作演示等过

程测评方式及时评估教学效果，优化个人和

小组评估指标；由学生归纳总结知识点，理

清知识脉络，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引导”的教学测评体系。

四、基于“结构化+BOPPPS”的交通运输

专业导论课程知识体系构建

“结构化+BOPPPS”教学模式的核心是

构建凸显学科本质和内在逻辑的结构化知识

体系。本文以广东工业大学交通运输专业培

养方案为例，设计一套系统化、模块化的课

程知识体系。

（一）结构化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

基于“结构化+BOPPPS”的教学模式，

交通运输专业导论课程的知识体系构建遵循

目标导向、模块化分层、关联性与系统性以

及动态适应性的逻辑，在构建的过程中，以

核心素养培养为核心目标，反向设计课程内

容与教学活动，将庞杂的学科知识分解为逻

辑清晰、层级分明的模块，通过知识点间的

内在逻辑和跨学科融合，构建系统化知识框

架，结合 BOPPPS 模型的反馈机制，通过前

测与后测动态调整教学内容，确保知识体系

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二）结构化知识体系的构建内容

根据结构化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如图

1 所示，可将交通运输专业导论课程内容划

分为六大模块：基础模块、专业核心模块、

实践模块、前沿技术模块、管理与创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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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运输专业导论课程知识体系-以广东工业大学交通运输专业为例

六大模块以递进式逻辑构建，从基础知

识到核心理论，再到实践应用与前沿技术，

最终通过综合应用实现知识整合与能力提升，

形成系统化、模块化的知识网络。结构化知

识体系六大模块及其知识点的关系汇总如表

1。

（三）结构化知识体系的优势

结构化知识体系从碎片化知识灌输转向

能力导向的系统化培养、构建教育内容与产

业需求的实时映射关系、形成“学习-实践-

创新-创业”的价值闭环，该体系使大一新生

系统认识到交通运输专业毕业生需同时具备

“硬技术”（如交通大数据分析）与“软实

力”（如系统思维），契合新工科对综合素

质的培养要求，才能成为智能交通时代需要

的高质量人才。

表 1 结构化知识体系六大模块汇总

模块

名称
核心内容 知识点关系



2025 年 7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Jul. 2025

第 63 期 No.63

基础

模块

数学与逻辑基础（概率论、线性代数、运筹学）；

信息技术基础（数据库、Python、大数据）；工程基

础（工程力学、测量、制图）

数学工具支撑交通数据分析；

信息技术为交通仿真提供技术支

持；工程基础为道路设计奠定理论

基础。

专业

核心

模块

交通工程（交通工程学、交通规划学、交通管理

与控制）；运输组织与管理（运输组织学、站场规划、

仓储管理）；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供应链管理、

多式联运）

交通工程学为交通规划提供

理论依据；运输经济学与供应链管

理结合，优化物流成本；运输组织

学提升运输效率。

实践

模块

实验课程（物理实验、测量实验、微机实验）；

实习与实训（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课

程设计（交通规划、大数据分析）

实验课程验证理论；实习课程

衔接行业需求；课程设计整合多学

科知识，强化实践能力。

前沿

技术

模块

智慧交通（智慧交通系统、自动驾驶、车联网）；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交通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数

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与导航技术（ArcGIS、北斗

导航）

智慧交通依赖大数据技术；自

动驾驶与车联网协同应用；地理信

息系统为交通规划提供空间分析

工具。

管理

与创

新模

块

企业管理（交通运输企业管理、项目管理）；创

新与创业（低碳交通、前沿讲座、创新研究实训）

企业管理课程与创新技术结

合，推动可持续发展；前沿讲座激

发学生探索行业趋势。

综合

应用

模块

毕业设计（论文）；跨学科应用（智慧物流系统

设计、交通拥堵优化）

毕业设计整合基础、核心与前

沿模块知识；跨学科应用体现新工

科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六大模块的系统化设计，交

通运输专业导论课程能够帮助学生从基础知

识到综合应用逐步构建完整的结构化知识体

系；通过该体系的构建，交通运输专业导论

课程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教学中的知识割裂、

学生被动学习等问题，为新工科背景下的人

才核心素养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并提供系统

性支撑。

基金项目：广东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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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于“结构化+BOPPPS”的交通运输专

业人才核心素养形成教学模式研究---以《专

业导论》课程建设为例”（广工大教字〔2023〕

51 号）；广东工业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学业预警风险感知对大学生亲课堂行为

的影响研究”（广工大教字〔2024〕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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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reform of transportation major based on structured +

BOPPPS

—— is guid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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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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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for Building a Strong Transportation Country, th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discipline

faces urgent demands for talent training mode innovation. Taking the course " Major Introduction "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d practices th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structured +

BOPPPS", aiming to cultivate the core qua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transportation,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organization of course content, the optimized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process assessment, the structured knowledge system with six modules is constructed, which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fragmentation, low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single

assessment mode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teaching mod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gnition, learning interest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vide

innovative idea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talent training of transportation majors under the

new engineering background.

Key words: structured teaching; BOPPPS model; transportation major; core literacy; Major

int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