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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分析

1.1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为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大二的学生，预期岗位是

货代理货员。学生具备一定的海上货物运输知识，有较好的

模仿动手能力，但学习的专注力持久性较差，对于知识的综

合运用能力不强，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畏难情绪，容易有挫败

感。

1.2 教学内容分析

滞期费和速遣费是难度相对较大的课程内容，涉及到国

际贸易、物流知识，对学生的英语水平、空间想像力、计算机

应用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采用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方法学

生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必须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做到

“教、学、做”一体。同时，现代教育技术要有机融合到课程当

中，有效延伸课堂的空间。

1.3 确定教学目标

综合上述分析，设定本次课的知识目标是：掌握滞期费

与速遣费的计算方法。能力目标是：能正确计算滞期费与速

遣费；素质目标是：培养认真细致的工匠精神和珍惜时间的

良好意识。

1.4 确定教学重点难点

本次课的重点是船舶装卸时间的计算和滞期费/速遣费

的计算，难点是 4 种不同船舶装卸时间计算规定的区别和 2
种不同滞期费/速遣费计算规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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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策略

以核心工作技能为抓手，以“互联网+”教学模式为手段，

以教学资源库为平台，以企业导师在线指导为补充，贯通线

上线下和课内课外，通过核心工作技能掌握促进课堂学习任

务的逐个完成，达成教学目标。

3.教学设计

3.1 教学主题设计

教学主题名称定为“分秒必争———船舶装卸速度决定滞

期费和速遣费”，既体现滞期费和速遣费与时间、船舶装卸速

度的紧密联系，也体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

念，同时易于理解，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1]

3.2 课堂思政设计

以 当 时 热 点 事 件———孟 晚 舟 被 加 拿 大 警 方 非 法 扣

留———进行课堂思政设计，引导学生讨论事件背后的中美贸

易摩擦，认清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的险恶用心，激发同学们的

爱国热情。同时，以我国对此事件的回应，取消加拿大油菜籽

进口许可，导致加拿大温哥华港口船舶装货延误，产生滞期

费这一现象，自然引出滞期费和速遣费计算这一学习任务。

3.3 教学内容设计

将企业真实项目按工作流程先后顺序分解为若干工作

环节，以案例任务为载体，转化为确认船舶装卸时间的三个

关键要素、计算装卸时间、计算滞期/速遣时间和核算滞期费

与速遣费四个对应的学习性项目任务，对重难点学习任务再

细化为若干核心工作技能，设计若干学习性工作任务，实现

企业真实项目与学习性项目任务双项目并行教学。

3.4 教学过程设计

企业导师和学校导师双向导学，教师作为引导者，谋划

教学进程，企业导师对针对关键技能进行辅导提升，从而构

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生态。[2]教学过程设计为任务导入、助

教分享、案例任务训练、小结强化、工作任务训练、小组成果

展评、企业导师点评、课堂评价总结等环节，课中教学环节安

排聚焦教学重难点的解决。

4.教学实施

4.1 课前环节

由学生轮流担任助教，教师发放助教任务卡，辅导助教

完成“助教说知识点”的准备工作；教师提前 3 天在学习平台

发布微课、微视频、业务知识手册、课堂思政讨论材料、课前

测试等资源；助教组织学生自学，完成课前任务并上传到学

习平台；教师分析课前任务完成情况，微调课堂教学安排。提

前预约企业导师在线指导时间和方式，可采用视频等方式实

施，直播企业工作场景，校内课堂和校外工作场景相结合。

4.2 课中环节

（1）任务导入结合课堂思政。在任务导入环节，以孟晚舟

事件为切入，无缝融入课堂思政，组织学生讨论，老师进行点

评，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中美贸易摩擦，激发和正确引导同学

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时，从我国取消加拿大油菜籽进口许

可，导致船舶装货延误的角度，引入如何计算滞期费和速遣

费这个课堂学习任务。

（2）聚焦解决重难点内容。对于一般性概念和原理，主要

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微课、微视频和老师答疑来解决。对于教

学重难点内容，则通过学习性工作任务的“做、讲、训、评”重

点安排。“做”就是先设计较简单的学习型工作任务，让学生

尝试独立解决，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需要学习的要点；“讲”

是老师针对学生在“做”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讲解，从而让学生

初步掌握解决任务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训”是在学生掌

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以企业真实工作任务进行强

化；“评”是老师或企业导师针对学生完成企业真实工作任务

的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梳理知识点和技能点。

淤教学重点：“确定船舶装卸时间起算点”。先安排助教

主持学习交流，然后有针对性地安排学生通过微课“船舶装

卸时间术语”和微视频“装卸时间起算的条件”进行进一步学

习，再通过船舶装卸时间起算的计算案例进行训练，最后通

过课堂任务强化和企业导师讲评。

于教学难点 1：“分别计算”、“共用”、“可调剂使用”和

“平均计算”。特别设计四种计算方法的对照表，，先通过对照

表讲解，让学生有所了解，然后以类似的案例任务让学生分

组按照这四种不同方法进行计算，通过小组成果展评，发现

问题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释疑。再以互动习题对知识点进行巩

固。最后以完成课堂任务的方式进行强化。

盂教学难点 2：“滞期时间连续计算”和“按同样的日计

算”。先列出相关的国际惯例和规定，结合案例一一进行讲

解，并回答同学们的疑问，然后以课堂案例实训的形式检查

学生掌握的情况，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详细释疑，最后通过一

个合作企业的实际业务作为课堂任务进行强化。

4.3 课后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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