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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货运组织》（教材+全媒体数字教材）

成 果 总 结 
 

本成果包括两部分：一是《铁路货运组织》文本教材，共 12章

47 万字，2017 年出版；二是《铁路货运组织》全媒体数字教材，2016

年 10 月在福建云课上线，共 13 章。融文字、图片、视频、动画于

一体，可互动，可自学，方便学生自学自测，也适合教师在学生自

学基础上组织翻转课堂教学。 

一、纸质教材优势 

1.内容更新与现场同步。 

近十余年我国大力推进铁路基础建设、铁路提速、客货分流，新

设备、新技术应用广泛，铁路货物运输组织管理的各项规章办法不断

出台或完善。但是，现有的铁路货运组织教材内容更新相对滞后，例

如零散货物于 2014年已经在全路推行，同类教材均没有体现。 

本教材结合铁路总公司近几年深化货运组织改革具体举措，及时

纳入零散快运、实重计费等新业务、新技术、新方法，及时进行《铁

路货物运价规则》、《铁路货物损失处理规则》等各类规章的更新，力

求教材内容与现场工作同步；编写过程中，遵循学生学习规律，由易

到难，通俗易懂。 

2.教材编撰过程中得到铁路专业人士指导帮助。 

全书由时任南昌铁路局货运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廖路阳审稿。

虽然本教材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校企合作教材，但在编撰过程中得到

货运处有关科室专业工程师的指导，援引了南昌铁路局部分规章和案

例，各章节编者多次到福州车务段调研，相关现场业务人员给予本教

材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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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中案例选取以南昌铁路局（管辖江西、福建两省铁路）管

内居多，用于中职、高职学生学习，符合现代认知心理学-建构主义

中提出的“近体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减少教学内容和学生之间在

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缩小“教”与“学”之间的差异，在有限的时间

内容易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4.本书配套有全媒体数字教材，优于电子书，便于实现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方便教师备课、制作教学课件和在学习平台上建课；方

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二、全媒体数字教材的优势 

1. PC 端和移动端都可以学习《铁路货运组织》数字教材。 

①课程在“福建云课”上线，网址

http://fjyk.fjrtvu.edu.cn/vnetooVE/site/EbookAction!showMain.action，不需要下载，

可以直接在线学习，免费使用。 

 

②用手机扫描下载“福建云课”APP,分别下

载《铁路货运组织》上册和下册，即可阅读学习。 

 2.数字教材属性齐全，内容完事，图文清晰，

目录页链接与页面跳转正常。包含音频、拍摄类

http://fjyk.fjrtvu.edu.cn/vnetooVE/site/EbookAction!showMa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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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114分钟，动画类视频 60分钟，开发交互式程序 2个，原创拍

摄、绘制图像 131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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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教材有相应的铁路规章链接，内容丰富完整，使用方便。 

 

 

4.第 13 章是铁路职业技能鉴定中级货运员题库，能够自动评分，

便于学生或学员自我检测、刷题、巩固练习。 

 

 

链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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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教材有版权，内容没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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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 

 

一、文字教材 2017 年出版发行后，用于华东交通大学（函授本

科）交通运输（铁道运输方向）专业教材、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专科

业余）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福建铁路机电学校（中职）铁道运输

管理专业教材、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

业和物流管理专业教材。 

二、全媒体数字教材出版发行以来，上册共下载 462 次，阅读

1216人次，下册共下载 670次，阅读 127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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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2015 级、2016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高职学生

选用《铁路货运组织》课程教材，教学完成后，学生参加铁道行业特

殊工种铁路货运员中级工鉴定，通过率 96%。（见附件 1、附件 2） 

四、疫情期间，福建铁路机电学校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教育厅“停

课不停学”的要求，开展线上教学，教师利用现有全媒体数字资源在

超星“学习通”上建课——中职《铁路货运组织》课程，方便迅速快

捷，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见图 1—图 3）。 

 

图 1  “学习通”中课程门户封面（电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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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习通”课程目录（电脑端） 

 

    

图 3  “学习通”教师/学生使用截屏（手机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