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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教学

季峰民，刘俊杰，黄俊彦

（大连工业大学 纺织轻工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4）

摘 要：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在教学上还存在许多问题，而包装

行业的发展却给该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教师在设置教学环节方面必须做到课堂讲授、实验教学、

课程设计并重，重视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在教材选用方面，教师应根据学生就业或升学的不同，综合不同类

别的教材，在教授中各有侧重，以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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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n the Course of Transport Package and Dynamics

Ji Fengmin, Liu Junjie, Huang Junyan
（School of Textile & Light Industry, 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34, China）

Abstract：The course of Transport Package and Dynamics is one of the main courses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major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industry presents new requirements on it.
In teaching arrangements, teachers should lay emphases equally on class teaching,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while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design capability. On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textbook, teachers should consider the
dissimilarities of different books and teach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udents in order to train career-orient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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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包装动力学是包装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主

要培养学生对物流过程中的危害因素的识别和测定能

力，掌握防止气候、冲击、振动和压缩等危害因素对

包装件影响而采用的包装方法。运输包装动力学研究

的理论和设计规范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物流体系提供了

可靠的保障[1 ]。全球化经济、现代化物流两者能够快

速地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包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而包装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其中的原因之

一正是包装教育中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的开设培养了

一大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专门人才。在教学中，教

师围绕运输包装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应用主题等授课，

使该课程有较强的实用性[2 ]。该课程作为包装工程专

业的主干课程，被国内外包装院校设置为包装本科教

育的必修课程，同时也被许多物流专业院校选为辅修

课程。因此，有必要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探讨和研究。

1 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教学现状

学校开办包装工程专业的条件、背景和毕业生服

务地域的不同，会导致其在人才培养规模、模式和培

养方法上的较大差异。各院校在开设运输包装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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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对授课内容的确定以及对课程的命名都有所

不同。至今该课程名称有“运输包装”“缓冲包装动力

学”“包装动力学”“物流运输包装设计”“运输包装动

力学”等。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包装学院在开设该

课程之初，依据社会发展需要制定了运输包装动力学

课程的教学目标，在授课内容上将力学研究和结构设

计并重，其培养目标被我国多院校认同并采纳。然而

该课程在内容上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物流包装

系统设计方面内容的缺乏。

当前我国大多数包装院校在该课程教学上存在如

下问题：

1）课程内容设置不完善，培养环节满足不了物流
包装企业从业要求[3]；

2）教学方法单一，采用理论灌输的模式，教学效
果不明显，导致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

3）教学内容陈旧，课程教材编写滞后，无法及时
传授新知识、新技术[3]；

4）重理论轻实践，教学内容狭窄，只设置理论授
课环节和开设基本的演示性实验，开设的实验、实习

环节达不到课堂知识延伸的目的。

2 包装行业发展对运输包装动力学

正如大多数行业的发展一样，包装工业发展的显

著特点是包装市场的国际化，包装行业发展的全球

化。而我国包装工业劳动力素质不高，设计专业人才

十分缺乏。包装职工队伍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和专业

技术职务的人员大大低于全国其他行业平均水平，从

事专门技术开发的人员极少，包装工业的科学研究基

础十分薄弱，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包装工业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削弱了我国包装工业的国际竞争

力。因此，运输包装教育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运输包装是物流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包装，物

流活动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在进行产品包装时，

不仅要考虑到包装三大功能的有机结合，更要实现物

流环节与包装功能统一，使包装与物流完美结合，从

而提高流通效率[1 ]。从物流安全过程来看，运输包装

设计需要研究在流通过程中引起包装件损坏的各种危

害，研究造成这些危害的多种因素和将损坏减少到最

低程度所应采取的技术或管理手段，能准确地判断产

品是否被过分包装了、是否需要改进包装技术，并熟

练解决成本和安全问题。

另从“2 0 0 9 运输包装技术组织年会暨 I S T A
（International Safe Transit Association，国际安全运输协

会）中国地区年会”中获悉，包装减量化、运输包装测

试合理化、运输环境与包装物流一体化以及新型环保包

装材料如何应对运输包装等主题已经成为未来运输包装

技术的研究方向。同时，此次大会还为包装专业教育指

出了方向，对包装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教学应按照现代物流

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对包装人才素质的要求，对现有的

课程和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和充实，使包装工程专

业培养的学生不仅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而且具有现

代物流的观念和意识，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求。

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教学应当培养学生独立设计

产品物流运输包装系统综合工程的能力，使学生掌握

动力学基本理论、运输包装设计方法和实验技能，熟

练运用动力学知识从事包装工程理论领域的研究，运

用新技术、新材料，解决包装工程技术问题。

3 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教学环节设置

为使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教师在设置教学环节时必须做到课堂讲授、实验教

学、课程设计并重。

3.1 课堂讲授环节

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因此在课

堂讲授中，必须注重设计原理、经验公式、物理概念

和应用背景的讲解，把重点和难点讲透。为弥补理论

授课的枯燥性，采用课堂交流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相结

合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将大量的包装前

沿研究技术和设计实例，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生动、

有趣、直观地展现出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3.2 实验教学环节

实验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内容非常重要。学

生可通过实验有效验证课程内容，明确运输包装设计

要求，提高对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并为就业打下良好

的实践基础。

在该课程实验中，教师可指导学生进行某些影响

运输包装的因素论证（如环境模拟试验）、参数测量

（如脆值）、材料特性（如动静态缓冲特性、蠕变特性）

获知、容器及包装件结构性能测试、缓冲结构对比等

实验[4-5]。尽可能指导学生通过压缩试验机、跌落试验

机、冲击试验机、振动台、环境模拟器等常用设备，进

行设计性、研究性实验。

常见的实验项目有：

1）利用冲击试验机完成脆值测量、结构比较，验
证并研究产品特性、脉冲形状、跌落高度与破损之间

课程教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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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2）利用压力试验机、冲击试验机等完成材料特
性、容器结构性能测量，满足训练测量过程和研究新

型材料静、动态缓冲特性要求；

3）利用环境模拟设备完成环境温湿度、气压、盐
雾等对包装件的影响；

4）利用振动台进行材料、缓冲垫的隔振性能以及
产品的共振特性分析。

在实验教学环节中，教师应当避免开设只动手不

动脑的操作性实验，使学生动手与动脑相结合，探索

实验的规律性，以提高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

3.3 课程设计环节

课程设计是运输包装动力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环节，通过它可督促学生进行市场调研，灵活运用

所学运输包装核心知识点。同时，通过课程设计，学

生能够巩固本课程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从而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使学生尽早

地与生产设计要求接轨，较好地融入到行业设计中。

课程设计的时间一般为 1 周，以学生独立完成一
种产品整体包装方案为设计主题展开，其内容包含市

场调研、流通环境分析、产品脆值确定、缓冲材料选

择、缓冲结构设计、运输外箱结构设计、外箱表面设

计，还包含相关包装工艺设计和物流环节相关的要素

设计。根据包装工程师的职责要求和工作性质，课程

设计的对象可以为有代表性的电子产品或者机械产

品，在内容上基本可以涵盖所学核心知识点，同时符

合能力培养要求。

4 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教材的选用

一门课程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一套合格的教材。

运输包装动力学教材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偏重应

用力学研究的教材（如参考文献[4]和[5]），这类教材学
术性比较强，许多院校将之作为缓冲包装动力学课程

的主干教材；另一类为应用力学与应用设计并重的统

编教材（如参考文献[1]和[2]），其内容设计经中国包装
教育委员会协调，由同一权威专家所编且为国家级规

划教材，有一定的权威性，被绝大多数院校采用。

分析这两类教材，不难发现其中都存在某些不

足。第一类力学类教材能够满足理论教学需要，但不

能满足复杂的应用需求，不利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

第二类教材如参考文献[2]是国家统编教材，基本上沿
用了参考文献[1]的风格和主要内容，将实用设计内容
应用范围拓宽了，紧扣了包装工业发展趋势，突出了

包装动力学与物流环节的密切联系，对加强环境防护

包装设计方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不足之处也较明

显，比如某些章节陈述内容较复杂繁琐，容易让学生

产生厌烦和恐惧感，这同样不利于培养本科应用型人

才目标的实现。

力学理论是运输包装设计的基础，采用两类教材

并用的方式比较合理。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学生就业和

升学要求的不同分开培养，对就业类学生讲授满足基

本设计需要的基础理论，对可能深造的学生多讲授动

力学理论。

5 结语

运输包装动力学课程应紧跟国内外包装行业发展

步伐，夯实学生的设计理论基础，拓宽学生视野，吸

收、借鉴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与现代物流紧密结

合，追踪包装行业的最新动态，找到适合设计使用的

新材料、新技术，适应时代提出的诸如环保方面的新

要求；与就业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更新教学内容，建

立完善的实践环节，为培养现代物流下的运输包装设

计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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