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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看当前形势，《网络营销》课程实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实训教学方式难以有效开展、课程考

核与评价方式较单一、实训内容专业特色不突出、对课外知识的扩展不足等问题。本文结合OBE理念，

对课程的实训项目、实训大纲、实训内容等进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从而提高《网络营销》

课程实训教学的效果，让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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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ok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the Network 
Marketing course are: It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the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method effectively, 
the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 is relatively single,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content are not promin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extracurricular know-
ledge is insufficient.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OB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actic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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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raining outline and train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of “Network Marketing” course, so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fter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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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营销已经成为企业进行营销推广的重要手段。传统的营销方式已经无法满

足企业的需求，而网络营销则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的需求，并且更加高效、精准和个性化。因此，对《网

络营销》课程进行改革，加强学生对网络营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网络营销》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除了要学习掌握好它的理论知识部分以外，还需要进

行相应的模拟实训实操，来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加上现今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更新，营销模式和

手段的不断创新，也需要学生能够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并能灵活运用现有的理论知识，

进行创造性思维，更好的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2. 《网络营销》课程实训教学的问题 

2.1. 实训教学方式难以有效开展 

结果导向型教学要求实训教学过程的设计应结合当前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来制定，实训项目的质量

与学生对课程学习内容理解情况密切相关[1]。由于新的营销方法、新的营销模式不断涌现，电子商务专

业的课程也在随之调整，增加了许多新的课程，比如：网络数据库应用开发、人工智能导论等，这些新

的课程增加，对原有课程的学时会进行压缩等情况，使得原有课程的实训学时不足，导致学生在完成实

训项目时，往往面临的问题是时间过于紧凑，难以完成耗时较长、要求较复杂的实训项目或者存在完成

质量不高的情况。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老师会对部分实训项目的难度进行下调，对实训项目的数

量进行删减，实训项目的内容进行精简。导致学生的实训锻炼目标难以实现。 

2.2. 课程考核与评价方式过于单一 

《网络营销》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方式比较单一，还是以以往实训课的考核方式进行，主要是由平时

考勤成绩、平时课堂表现情况、实训成果展示、实训报告填写等方面，但对学生实训如何完成的，在实

训过程中所具备的团队精神、分工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缺乏考核标准，达不到实训的目的。 

2.3. 实训内容企业特色不突出 

《网络营销》课程实训是结合电子商务行业人才需求情况对学生所学的网络营销专业知识进行的综

合应用与提升，课程应紧密联系实际，彰显企业特色，结合目前实际企业面临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有

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往往会受到现阶段的条件限制，比如目前的实训设施设备滞后、实训软件更新不

足、教材提供的案例的前沿性不够，对最新的营销方式、营销手段把握不到位，对变化了的市场情况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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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不够等体现不出企业特色，制约学生的实训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对学生的网络营销能力的提升不利。 

2.4. 教学人员的企业实际操作知识与技能欠缺 

目前存在的主要挑战是：网络营销市场需求变化较大，不同时期的营销模式及营销手段层出不穷，

这就导致教师如果不走出去的话，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捕捉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学生在实训中，采取

团队合作的方式展开，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团队意识，但同时也存在滥竽充数的现象，部分

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学期的教学任务比较重，学生实训时间有限，部分项目学生并不能充

分发挥出自己的长处[2]。 

3. 《网络营销》课程实训教学流程设计 

3.1. 剖析课程特点 

该课程紧跟网络营销发展动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实训项目的完成提高学生具体应

用问题的实践动手能力，为开展网络营销方面的相关科研、竞赛、实践等打好基础。在整个实训过程中，

学生是主导，老师提出实训基本要求及实训的框架，相关实训用资料[3]。整个实训过程由学生结合老师

的要求，可以灵活采取各种方式来完成，从而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整个实训项目是以学生团

队为中心来完成，促进学生动手动脑能力及创新思维的提升。 

3.2. 重构教学方案 

第一，课前准备阶段。 
在实训前，教师先会结合实训的相关要求，准备相应的实训资料、实训设备、实训软硬件。事先把

实训地点、实训要求、实训时间等做出相应的规划。提前给学生讲解实训需要完成的任务和要求，向学

生阐述实训的具体完成情况及需要提前准备的事项，并解答学生的疑问。指导老师再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提供相关建议，对实训项目的可行性、创新性、应用价值的方面进行探讨，有利于学生更好的完成

实训项目。课前准备阶段的实施过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pre-class preparation stage 
图 1. 课前准备阶段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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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织教学实施。 
这个阶段是课程实训项目完成的关键。教师申请专业实训室、提供实训所需要的软件、硬件及相应

的设施、设备。在规定的时间里，要求学生按照实训计划、实训要求、实训步骤结合实训目标完成实训。

通过对项目的及时了解，保障学生的实训项目不偏离主题并能按时按质完成。教学实施阶段的实训过程

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stage 
图 2. 教学实施阶段实施过程 

 
第三，落实考核与评价。 
通过对实训过程的观察及最后成品的检验，对实训项目进行最终的考核。在考核过程中可以进一步

创新考核方式，从原来的单一看实训结果到现在的多元化考核[4]。考核的内容有：学生的团队精神、组

长的领导能力、成员的配合度、实训过程中是否集思广益发挥各自的长处，以及项目过程中项目本身的

难易程度、考勤情况、平时表现、课堂表现、并结合过程评估、实训报告的撰写、实训汇报 PPT、答辩

情况等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及评分。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Practical train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process 
图 3. 实训考核与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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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改进更新阶段。 
实训项目结束后，需要结合实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遇到的阻碍进行分析、反思，总结在实训过程

中取得的成绩，加以肯定及在课堂上展示分享；对于实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在下一次

实训过程中进行改进。 

4. 实训项目的组织实施 

4.1. 确定实训目标 

网络营销实训目标是结合课程目标要求及实训课时安排，对课本的主要知识点挑选相关章节的内容

进行实训，结合实训课时的安排要求，在学期末的最后四周展开实训，目的是通过实训，让学生能更好

的认识网络营销的基本知识点，更好的理解及能够灵活运用课程所学知识，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

动性，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5]。 

4.2. 理清实验内容 

结合课程所学理论知识点及实训大纲的相关要求，对具体的实训项目进行规划，给出相应的实训内

容指导，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按计划完成相应的实训项目。本课程的综合实训目的、要求及实训内

容，具体如下表 1： 
 
Table 1. Experimental content 
表 1. 实验内容 

实验项目 实验目的、要求 实验内容 

软文营销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能对选取的企业或具体

的产品进行有效的软文营销。 

选取具体企业及产品，组员分工，针对产品撰写

软文，上台阐述产品软文设计思路和理念，将达

到的预期效果。 

E-mail 营销 
通过书本内容学习，能够对选定企业进行

E-mail 营销，设计 E-mail 的具体内容，设计

思路。 

选取具体企业，组员分工，针对企业设计 E-mail
营销内容，并展示产品设计结果。 

视频营销 通过课堂视频营销内容学习，能够对选定产

品进行视频营销,拍摄小视频。 

选取具体产品，组员分工，想好拍摄场地和人员，

设计拍摄情景，最后将拍摄视频播放，人员上台

讲解思路。 

广告营销 通过书本内容学习，了解什么是广告营销，

对现有的广告进行有针对性分析。 
选取某一具体广告，分析其设计思路，并针对广

告所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阐述该广告的利弊。 

4.3. 完成报告与考核 

第一，实训报告要求。根据教师的具体要求，全班同学进行分组，各组员之间合作，共同完成实验

报告，并撰写书面报告，制作演讲 PPT，每组成员派代表出来上台演讲及回答教师和学生的提问。 
具体实训报告填写要求如表 2： 
第二，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每次作业分组完成，形成书面报告，安排代表上台演讲与答疑。根据

组员对作业贡献大小，进行具体的打分。作业分数由两大部分组成：实训项目小组作品上台展示考核评

分(占比 60%) + 实训项目小组实训报告填写考核评分(占比 40%)。作业采取百分制原则，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完成情况较好者，记为优秀。不按时完成作业或完成情况不佳者，酌情扣分。小组作品上台展示

评分标准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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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quirements for filling i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report 
表 2. 实训报告填写要求 

实训报告 撰写实训步骤 实验数据、图表记录及分析 实验(训)总结及收获 

软文营销 
1) 确定产品 2) 资料

收集 3) 得出结论 4) 
撰写软文 

写一下产品的基本情况、软文的创意思

路、最终的成品截图如图： 

 

阐述通过本次软文营销，对软

文创作的认识，完成实训过程

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及有哪些方

面的提高，还需要努力改进的

地方。 

E-mail 营销 

1) 选定企业\平台\品
牌，获取产品信息 2) 
编辑产品宣传文稿 3) 
模拟发送电子邮件营

销 4) 打开电子邮件

预览 

将设计好的电子邮件截图、对方打开邮件

预览的截图记录下来： 

 

分析通过设计电子邮件、选取

对象发送电子邮件，反思电子

邮件营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及自身的不足。 

视频营销 
1) 拍摄：确定拍摄对

象、场景选择、产品

展示 2) 剪辑 

将拍摄的视频关键图片截取下来，如图： 

 

阐述通过本次视频拍摄作业，

学到了什么，对拍摄对象和拍

摄手法以及拍摄场景的布置等

方面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广告营销 

1) 确定选取的视频

广告对象 2) 确立主

题 3) 分析广告设计

思路 4) 分析广告场

景设计、色彩搭配、

声音选择、人选、广

告的优缺点 

将广告中的关键图片截取下来展开分析，

如图： 

 

阐述通过广告鉴赏，对广告营

销的认识。反思如何设计一个

好的广告、让消费者记忆犹新

并实现最终购买。 

 
Table 3. The works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 team were presented on stage to show the example of assessment scoring 
standards 
表 3. 实训项目小组作品上台展示考核评分标准示例 

A：PPT 评分(100 分)  B：演讲标准(100 分)  C：回答问题标准(100 分) 

1、主题(30 分)：主题鲜明、条

理清晰，重点突出，见解独到。 
 1、语音(20 分)：普通话标准，语速

适中，便于消费者理解和吸收。 
 

1、语音(20 分)：语音非常规范 20 分，

比较规范 15~19 分，一般规范 10~14
分，不规范 10 分以下。 

2、材料(30 分)：材料收集较全

面真实、题材新颖，具有一定

的研究价值； 
 

2、感染力(30 分)：声音大小适中，

结合演讲内容赋予一定的感情色

彩，表达自然流畅，节奏张弛有度，

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 

 
2、个人观点(30 分)：小组以及个人

共同探讨的观点，观点要符合事实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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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结构(30 分)：结构完整清晰、

层次分明，有足够的论点进行

支撑；构思巧妙。 
 

3、熟练程度(30 分)：应对演讲内容

熟悉，能够脱稿演讲，若不熟练，

每停顿一次减 3 分。 
 

3、逻辑关系(20 分)：思路清晰， 
表述时语言流畅，回答过程中逻辑 
不断层。 

4、ppt 制作的整体效果(10 分)  4、态势语(20 分)：自然得体，端庄

大方。 
 

4、回答问题的能力(30 分)：反应要

快，提问结束后，能及时回答；回答

的问题能切中要点。 

总分：由各评分结果所占比例构成：A × 20% + B × 50% + C × 30% (例如：第一组：A：88 分，B：90 分，C：86
分，最终得分是：88 × 20% + 90 × 50% + 86 × 30% = 88.4) 

 
每一组成员完成实训项目后，都需要结合实训项目的完成情况，按要求填写实训报告，实训报告的

考核评分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实训步骤、实训数据图表记录及分析、实训总结及收获，根据这三个方

面教师进行评分，具体评分标准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Example of the assessment and scoring criteria for filling i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report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 team 
表 4. 实训项目小组实训报告填写考核评分标准示例 

A：实训步骤(20 分)  B：实训数据图表记录(50 分)  C：实训总结(30 分) 

结合实训要求及实训过程，按

要求填写好实训步骤。 
 

将实训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图片表等

记录下来，通过截图配上文字阐述及

相关分析。 
 将实训过程中取得成绩、存在问

题、今后的改进建议等撰写清晰。 

实训步骤清晰，内容详实

(15~20 分) 
 截图具有针对性，阐述清晰，分析 

到位。(40~50 分) 
 对本次实训总结到位，问题认识清

晰、建议合理。(25~30 分) 

实训步骤较清晰，内容较完整

(10~14 分) 
 截图较有针对性，阐述比较清晰， 

有一定的分析。(30~39 分) 
 对本次实训总结较到位，问题认识

一般、建议较合理。(20~24 分) 

实训步骤不清晰，内容不完整

(9~5 分) 
 截图针对性不强，阐述不太清晰， 

分析不到位。(20~29 分) 
 对本次实训总结不到位，问题认识

不清晰、建议不合理。(10~19 分) 

实训步骤缺乏、内容偏题 
(5 分以下) 

 截图没有针对性、阐述不清晰、 
分析缺乏或偏题(20 分以下) 

 
对本次实训总结欠缺或偏题，问题

不清晰或欠缺、建议不合理或欠

缺。(10 分以下) 

总分：由各评分部分相加构成：A + B + C (例如：第一组：A：18.5 分，B：46 分，C：27 分，最终得分是：18 + 
46 + 27 = 91.5) 

4.4. 教学评价 

根据本课程的实训要求及实训内容方面的安排，对实训课程的实训改革方案，改革情况展开有针对

性的调查，设计调整问卷并发送问卷，获取相应的调查数据，每一份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展开[6]。评分

标准为 1~5 分，学生根据提问的问题，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5 分表示完成同意。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

49 份，回收 49 份，回收率 100%。再通过 SPSS 工具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其检验结果如

表 5 所示。 
根据分析调查结果的显示，可以看出来各项目 t 值高于检验值 3，p < 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学生

对于在 OBE 理念下的网络营销综合实训课程教学方式较为满意，同时也认为实训项目的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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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eaching evaluation table 
表 5. 教学评价表 

项目 N = 49 t p 

团队协作能力 4.46 ± 0.629 14.356 <0.001 

专业技能提升 4.43 ± 0.672 14.213 <0.001 

教学满意度 4.42 ± 0.665 14.021 <0.001 

创意设计能力 4.43 ± 0.653 13.612 <0.001 

创新思维启发 4.42 ± 0.679 12.614 <0.001 

自主学习能力 4.41 ± 0.721 14.534 <0.001 

实际问题解决能力 4.43 ± 0.713 12.427 <0.001 

理论知识灵活运用能力 4.44 ± 0.620 14.307 <0.001 

实训项目难易程度 4.40 ± 0.716 13.274 <0.001 

教学效果评价 4.46 ± 0.679 12.561 <0.001 

5. 对《网络营销》课程实训项目改革的教学反思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导，对教学的内容进行实训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企业及市场需求

情况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到对学生的能力提升是否与用人单位的需求相一致，不利于将来学生对社会的

适应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7]。为了更好的培养及提高学生将来就业的适应能力，提出以 OBE 理念为指导

的实训课程改革要求[8]，如下表 6 所示。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requirem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表 6. 实训要求改革前后对比 

改革前实训要求  改革后实训要求 

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 

结合书本重点理论知识及实训大纲要求展开 
实训。 

 结合市场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及教学重点理论知识、实训大

纲情况展开。 

实训项目由教师设计、步骤明确、实训要求明

确、学生严格按照要求执行。 
 教师提供实训项目的总体要求、实训完成目标要求、相关实

训参考资料、学生灵活操作、自主完成。 

考核环节主要是教师结合实训项目完成情况进

行评价及评分。 
 考核环节由教师、学生共同完成，对实训项目的开展过程、

实训完成情况等进行评价及评分。 

6. 变革“双导师”制，重视教学人员侧的变革与培养 

传统的“双导师制”模式实际上无法培养真正的高新人才。一方面继续发挥传统优势，实行工学结

合、轮岗轮训等师资培养模式，做实并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师实

践教学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推行企业人才进课堂，大胆聘用企业人才担任课程教师或指导老师，最

好是直接担任课程研发、实践导师，使其成为高职院校教师。另一方面，组织教师下到企业进顶岗锻炼，

积累企业一线岗位技能经验。更为大胆的做法，邀请企业业务骨干与学校教师、学生共同创造项目企业，

协同搭建平台，夯实师生实践实习建设基础，促进专业与行业企业校企深度融合[9]。并邀请行业龙头企

业一线业务骨干、经理到校开展培训和兼课，充实并提高兼职师资队伍建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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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学人员绝大部分仅仅是“课本专家”，不是“企业实践家”，因此，实训教学变革必须从

教学人员侧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培养。如何使“课本专家”成为“企业实践家”？根本的办法是抓住教学

人员进行职业素养、学科素养、职业技能等进行顶岗实习、知识再教育、技能再培训，尤其使他们成为

专业思想思考者、课程教学设计者、教学资源整合者、新技术运用者、企业教学实践者[10]。其次，通过

国家、省、校三级师生比赛机制，提升课程教学水平，“做学教一体化”，推动实践教学转型升级，实

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课赛融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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