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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适应数智化时代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深入探讨数智化混合式教学在市场营销专业教学中的实践效果。

以《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为案例，设计并实施基于知识图谱 + MOOC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将行政班学生分为线下组和混合组，

对比分析两组在学习内驱力、创新思维、数据驱动分析能力、课程阶段学习情况、总体学习成效、课程参与度、课堂练习、课后实践参与

情况以及教学总体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有望为市场营销专业数智化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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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智化浪潮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同时也引发了商业

模式的巨大变革。新型商业实践的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具备新型

能力的市场营销人才 [1]。这无疑给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人才培养

指明了新方向——着力培养应用型数字营销人才。而随着人才培

养要求的转变，高校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适

应新时代的需求。

回顾传统教学模式，教师往往过度聚焦理论知识的讲授，采

用 “填鸭式” 教学方法，导致课堂氛围压抑 [2]，学生参与度低，

“抬头率”不理想，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教

学模式难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字思维和数字营销能力，无法满足

行业对人才的新要求。因此，积极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践

行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 [3]，成为

高校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混合式教学借助知识图谱和 MOOC 的优势，充分整合海量网

络课程资源，将线上网络课堂与线下实体课堂有机结合。这种教

学模式显著提升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4]，能够更好地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已有研究表明，学生在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的学习绩效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不仅学习满意度得以提

高，学习效果也更为显著，教学效率同样得到有效提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参与《市场调

查与预测》课程学习的 96 名市场营销专业（专升本）学生作为观

察对象。

纳入标准：所有入组学生均来自本科院校同一年级的市场营

销专业（专升本），成绩处于中上等水平，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

且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将学习内驱力较弱、理解能力不足以及中途退出

研究的学生予以排除。

按照行政班级，将学生分为线下组和混合组，其中线下组 47

人，混合组 49 人。线下组采用单一的线下课堂教学模式，而混合

组则采取基于知识图谱 + MOOC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线

下组中男生 23 名，女生 24 名，年龄范围在 23-27 岁，平均年龄

为（23.76±0.94）岁；混合组中男生 24 名，女生 25 名，年龄范

围在 22- 27 岁，平均年龄为（23.42±1.02）岁。对两组学生的一

般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后，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这表明两组学生具有可比性，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

（一）线下组教学安排

任课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前自主完成预习任务。课堂教学则采

用传统方式，在教室中借助 PPT、短视频等多媒体工具，结合案

例分析进行知识讲解。课后，教师强调学生要及时复习，并布置

相关作业，以此巩固所学知识。

（二）混合组教学安排

混合组教学全程依托学习通平台开展。教师创建班级二维码，

学生通过手机安装学习通 APP 扫码加入课程。线上教学内容涵盖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线上测验等环节，教师还会指定章节内容，

并根据教学目标设置内容难度和学习时间。

教师负责制作知识图谱、PPT，广泛挖掘网络教学资源，如相

关文档和短视频等，并将这些资源与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整合。线

上教学资源包括知识图谱、电子教材、教学视频、拓展资料和文

档等，教师需提前 1 - 2 天通过学习通推送给学生。同时，教师要

做好章节内容总结，明确重点和难点，组织课中讨论，确保学生

深入学习知识，并布置课后习题。借助学习通平台，教师能够实

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评估学习情况，及时对未按时完成学习

任务的学生进行指导和督促。

1. 观测指标

（1）学习内驱力

分别在教学前后，运用学习内驱力量表对学生进行调查评估。

该量表包含自我动机信念（12 个条目）、创新思维（8 个条目）、

数据驱动分析能力（8 个条目）以及专业语言表述能力（6 个条目）

4 个维度，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及分半信度均超过 0.70，内

容效度指数达到 0.96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采用 Likert 5 分制，

1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2 分为基本不符合，3 分为基本符合，4 分

为符合，5 分为完全符合，得分越低表明学生学习内驱力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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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阶段学习情况及总体学习成效

对比线下组和混合组学生的课前测验成绩、课堂团队合作成

绩、课后实践成绩以及期末测试成绩，以此全面评估学生在课程

各阶段的学习情况和总体学习成效。

（3）课程参与状况

具体观测指标包括课堂活跃度、提交作业次数以及课堂参与

互动讨论次数，通过这些指标衡量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参与

程度。

（4）课堂习题答题率、课后实践参与度及教学总体满意度

统计线下组与混合组的课堂习题答题率、课后实践参与度，

并向学生发放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总分 100 分，得分超过

80 分视为满意。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96 份，回收 92 份，回收率

为 95.83%。

2.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运用 SPSS 27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均数 t 检验和配对样本均数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 n（%）表示，运用 x2 检验或校正 x2 检验。当 P ＜ 0.05 

时，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研究结果

（一）线下组与混合组学习内驱力比较

教学前，线下组和混合组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水平差异不显著（P

＞ 0.05）。教学后，两组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得分均显著高于教学前（P

＜ 0.001）。而且，混合组在学习内驱力、数据分析能力、思维创新、

专业语言表述能力等方面的得分均高于线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01）。

（二）线下组与混合组课程阶段学习情况及总体学习成效比

较

混合组学生在课前测验成绩、课堂团队合作成绩、课后实践

成绩以及期末测试成绩上，均高于线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三）线下组与混合组课程参与状况比较

混合组的课堂活跃度更高，提交作业次数更多，课堂参与

互动讨论的次数也明显多于线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四）线下组与混合组课堂习题答题率、课后实践参与度及

教学总体满意度比较

混合组的课堂习题答题率、课后实践参与度以及教学总体满

意度均高于线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四、结论

本研究表明，混合式教学模式结束后，混合组学生在学习内

驱力、数据分析能力、思维创新、专业语言表述能力等方面的表

现优于线下组（P ＜ 0.001）。这主要得益于混合式教学模式丰富

的教学资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以及教师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线上线下的互动、辩论和调研活动，有效

促进了学生的思维创新；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论述实践机会，则提

升了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和专业语言表述能力。

同时，混合组学生在课前测验、课堂团队合作、课后实践以

及期末测试中的成绩均高于线下组（P ＜ 0.001），充分证明基于

知识图谱和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合了线上线下教学的优势，

借助学习通平台将课程学习划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

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带来全新学习体验，持续激发并维持学生的

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获取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此外，混合组在课堂活跃度、提交作业次数和课堂互动讨论

次数上均高于线下组（P ＜ 0.001），这意味着教师通过完善教学

指导流程取得了良好效果。教师为学生营造了和谐、愉悦的学习

环境，指导学生在线上学习市场营销专业的基础（低阶）知识，

为后续高阶知识的学习和能力提升奠定基础；在线下课堂教学中，

教师对学生线上学习的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并有序开展高阶知识

和技能的教学，完善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体系，提升了整体教学

质量；多元化的学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学习活动。

最后，混合组在课堂习题答题率、课后实践参与度以及教学

总体满意度上均高于线下组（P ＜ 0.05），说明传统线下教学模式

中存在的“满堂灌”、重知识传授轻思维技能训练等问题，削弱

了师生互动交流，导致学生实践参与积极性不高。而混合式教学

模式下，教师借助线上慕课、测验等方式帮助学生掌握低阶知识，

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化教学方法重点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技能，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考核成绩、学习主动性，提升了学生对教学的

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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