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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教学实践已在高校课程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以《管理学》课程为例，将基

于微信公众号开发的《管理学》移动学习平台定位于兴趣培养类资源分享平台，并从设计原则、制作策

略、推送策略和应用策略四个方面提出了移动学习资源的具体设计策略，为移动学习模式有效辅助《管

理学》课程的教学进行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 

微信公众号，移动学习，学习资源，资源设计，策略 

 
 

The Design of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 
Based on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A Case Study of “Management” Course 

Jianguang Zhang1, Rong Cheng2 
1Business School,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2Business School,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Aug. 17th, 2022; accepted: Sep. 19th, 2022; published: Sep. 26th, 2022 
 

 
 

Abstract 
Using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o carry out teaching practi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ollege cur-
riculum teaching. Taking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ositions the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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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e learning platform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as an interest-cultivating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and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design strategy of mobile learning re-
sources from four aspects of design principle, production strategy, push strategy and application 
strategy, so as to make a useful attempt for mobile learning mode to effectively assist the teaching 
of “Management” course. 

 
Keywords 
WeChat Public Platform, Mobile Learning, Learning Resources, Resource Design, Strateg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支持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与高校教育信息化改革，基于手持移动端的移

动学习、微型学习、碎片化学习逐渐成为高校信息化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方向。而微信公众平台凭借其

使用门槛低、开发成本低、界面简洁易操作、信息发布广传播快、受众面广粘性高、交流互动灵活多样

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高校课程混合式教学，有效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已经成为高校教学的重

要辅助手段。 
《管理学》作为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由于理论知识较多，知识点覆盖广泛，为了完成教学

任务，传统的“教师在上，学生在下”教学方式很容易在课堂上营造“填鸭式”枯燥的学习氛围，导致

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不起来，学习效果不理想。因此，开发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移动学习平台，辅助线下

课堂教学，已被一些《管理学》授课老师应用于实践中[1]，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不仅能够扩展学

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自我学习能力，还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而

且，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频次，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2]。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受课程性质、班级人数、学生层次以及师生课下时间等因素影响，这种移动学

习模式的效果和心理接受度并不理想，有效性有待商榷[3] [4]。根据笔者在学生群体中所做的非正式访谈

的结果，发现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微信订阅号上的学习资源中，课件、教学大纲、习题集等教辅类

资源偏多，真正让学生感兴趣的不多，并且更新不及时；二是任课老师对于学生线上学习行为管控较多，

如课前发布任务清单、布置打卡任务[5] [6]，将课前测试、文章点击率、阅读次数、下载次数、推荐别人

关注、学习时长、提问次数等数据纳入总成绩的一部分[7] [8] [9]，在线学习在总成绩中的分量越来越大，

甚至平时成绩的比例超过了期末考试成绩[10]，还有老师会根据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数据对一些学生提供个

性化指导[11]，过多的干预极大地挫伤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管理学》课程

为例，从课程性质、学生需求、班级人数、师生课余时间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基于微信公

众号的移动学习资源的平台定位、设计原则、资源分类、制作策略、推送策略和应用策略，希望对基于

微信公众平台的移动学习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 

2. 学习平台的定位 

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从平台涵盖的功能角度，可将高校教师搭建的微信订阅号课程学习平台

分为两大类：教学管理型和资源分享型[12]两大类。教学管理型学习平台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线下教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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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资源分享学习、请假签到等考勤管理、教学任务发布、讨论互动、作业提交、习题练习与考试、

课程相关通知、成绩查询、学生评教等[13]，线上学习与线下课堂融合的较为紧密，只不过不同的微信公

众号学习平台包含不同的教学功能。而资源分享型学习平台主要侧重于教学资源的分享，不包含其他教

学功能。本文认为，《管理学》课程的线上学习适合打造成资源分享型学习平台，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

虑：1) 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的合理定位是线下教学的辅助，高校教师还是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线下课堂，

学生一旦对任课老师、课堂授课和所授课程提不起兴趣，线上平台投入再多也是无效行为，因此，高校

教师应将课堂教学这一主阵地的教学效果视为首要任务，而非舍本取末耗费过多精力搭建线上平台；2) 
既然微信公众平台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在功能设置上应遵循极简化原则，尽量将一些教学管理功能如

考勤、互动、行为考核等放在线下，因为学生和老师的课下时间是有限的，线上管理很容易沦为形式，

形同虚设。如有学者发现线上考核成绩普遍偏高，成绩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遭到质疑[14]；再比如线上考勤

功能，学生点击签到之后的学习行为很难监测，百分百的签到率如同课堂上的睡觉行为，并不会必然带

来好的学习效果。此外，太多的教学功能意味着平台模块的增加，会干扰学生的注意力，难以快速找到

所需资源。线上学习平台的功能设置应遵循非必要不设置、线下可以完成尽量不安排线上的原则，因此，

本文认为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学》课程的移动学习平台适合打造成资源分享型学习平台。 
从学习资源与课程内容关联程度的角度，还可将资源分享型平台进一步分为教学辅助类资源分享平

台和兴趣培养类资源分享平台两类。教学辅助类学习资源主要包括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学课件、教

学视频、习题试卷、案例库、电子版教材、文献资料等与课程内容关联程度较强的资源，主要目的是为

教学服务的，方便学生及时获取所需资源；兴趣培养类资源一般包括与课程相关的新闻资讯、时事动态、

研究前言、最新案例、趣味十足的知识点讲解、观点鲜明、个性化、转载量高的推文和视频、名人名言

及演讲、书籍推荐、学习网站推荐以及与课程相关的生活化素材等，趣味性和可读性较强，可以极大地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作为基础必修课，大多数高校一般都将《管理学》安排在大一上学期，对于没有

任何工作经历和管理实践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课的系统学习的大一新生来讲，是体会不到管理理论的价值

的，认为是空洞无用的，加上现有的《管理学》课程体系包含的理论和知识点比较多，很容易使课堂教

学变成“填鸭式”的“满堂灌”，如此枯燥的教学很容易让学生对本门课程提不起兴趣。因此，《管理

学》课程的首要问题，是提振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理论知识的灌输。另外，有老师通过分析后台数

据发现，学习资源的访问量呈“U”型分布，即教学初期和复习考试阶段较高，课中阶段较低，说明学

生在没有监督的状态下是不大可能主动学习的[15]，学生对大多数课程关注度最高的是最终的考试，因此，

点击率和下载量最多的是考试资源，而目前各大高校统一选用的马工程《管理学》教材，在每一章最后

都附有一个二维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随时获取本章的练习题，教材配套的习题集以及其他教辅

材料也很容易在网络上获取，任课老师没必要挤占微信公众平台的空间，只会增加学习的干扰。综上分

析，本文认为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学》课程的移动学习平台可以定位成兴趣培养类资源分享平台。 

3. 学习资源设计原则 

对于移动学习资源的设计原则，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学习者为中心、知识点微型化、

知识点完整且结构化、资源丰富、注重交互、媒体多样性、界面简洁易操作、明确定位、实用性、隐含

的关联、可检测反馈、知识内容生活化、学习的个性化等[16]-[22]。以此为参考，以兴趣培养类资源分享

平台的定位为中心思想，本文认为《管理学》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的学习资源可遵循以下几项设计原则： 
1) 以学生兴趣为中心 
学习资源是否吸引学生至关重要，吸引不了学生的学习资源，会使学生的学习意愿不强，而学习意

愿是决定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23]。另外，学习意愿不强又会带来学习动机乏力，而学习动机又是影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9362


张剑光，程蓉 
 

 

DOI: 10.12677/ces.2022.109362 2303 创新教育研究 
 

响自主学习的关键性变量之一[24]，最终导致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足。公众号推送的学习资源一定要契

合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而非教师的想当然，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师在制作

学习资源前，可通过多种形式的需求调查了解学生的兴趣点，也可以先推送一部分学习资源，再通过满

意度调查和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捕捉学生的偏好，再有针对性地推荐高质量的公众号资

源，助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碎片化学习[25]。 
2) 内容非系统化、非结构化 
一般来讲，服务于教学的移动学习资源都会与课程的知识点紧密结合，以结构化的形式与各个知识

点对应起来，甚至会设置相应的任务清单和学习导图，引导学生展开系统化学习。但这种学习方式与学

生的碎片化和非正式的自主学习习惯相背离的，前者是任务驱动型的规范化学习，后者是兴趣驱动型的

随意性学习。随着智能推荐技术的不断人性化，搜索引擎的使用场景越来越少，碎片化学习已由过去的

“人找知识”转变为“知识找人”。多数课程的订阅号学习平台就属于“人找知识”的学习方式。由于

多数学生的自控能力是比较差的，在缺少必要的学习引导、监督与激励的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的持久

动力明显不足，致使线上学习效率低、学习效果难以保证[18]。但如果对学生的碎片化学习干预过多，就

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既然《管理学》的移动学习将兴趣培养列为首要目的，在学习资源的设计上

理应弱化知识点体系的框架结构，“内容为王”，通过对学生兴趣点的不断刺激，强化学生的随意性学

习行为，以此延长学生的线上学习时间，并逐渐的对课程产生兴趣。因此，在设计《管理学》课程移动

学习资源的时候，可以不按照现有的课程框架体系为分类依据设置学习模块，而是根据学习资源的类型

来设置模块，将跟课程相关的转载量和关注度比较高的学习资源及时推送给学生，从而将学习平台打造

成爆文资讯等的发布中心，吸引学生主动打卡学习。 
3) 体现趣味性、多样性、丰富性和时效性 
学习资源的趣味性是吸引学生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26]，同样的内容，语言组织、表达方式、媒体呈

现等方面的不同，在知识的吸收转换上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同一篇新闻事件，标题不一样，点击率就不

一样。同一门课，不同授课老师的课堂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幽默化的表达要好于照本宣科，案例化

要好于纯理论化。在设计移动学习资源时，将生活实践、热点时事如热搜榜上的热词，将其融入或贯穿

于课程知识内容中，会十分有效地提升图文转化率[22]。 
多样性指的是学习资源的表达形式应避免单调性，除了常见的文字资源，还应综合运用其他的媒体

形式，如图片、视频、音频等。有调查显示，学生接受度最高的微信公众号学习资源是生动有趣、色彩

丰富的动画式的小短片[27]。且视频资料、图文资料、纯文字资料在表达效果上依次递减。因此，高校教

师应注重推送学习资源的视频化[28]，尽量选择形象生动且易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短视频。 
丰富性和时效性分别指学习资源的规模和新旧程度。由于重科研轻教学、科研压力大、教学任务重

等多种原因，使得一些高校老师要么不想要么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和维护中，

最终导致平台质量不高，出现了诸如学习资源未能形成规模、学习资源陈旧不合时宜、新闻资讯热点事

情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时效性有利于引起学生的关注，丰富性有利于关注的持久性，在信息爆炸的自媒

体时代，一旦这两方面抓不住学习者的眼球，注意力就会迅速被其他媒体吸引过去，高校老师搭建的微

信学习平台就会逐渐的被学生所冷藏。 

4. 学习资源制作策略 

1) 菜单设置 
由于本文将《管理学》微信订阅号定位于资源分享平台，只推送学习资源，不设置教学管理功能，

因此，学习平台的菜单设置就代表着推送的学习资源的类别。微信公众号的一级菜单最多只能设置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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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资源表达方式设置为图文资源、视频资源、音频资源等，也可以按照《管理学》的章节设置为

三个大类菜单，下设 15 个章节子菜单，还可以按照资源类别如理论、观点、案例、资讯、名人、书籍、

资源推荐来设置菜单。笔者建议按照资源类别来设置菜单，根据在学生群体中做的非正式访谈情况，设

置三个一级菜单：好文分享、头条资讯和好书推荐。好文分享主要推送经典的、与众不同的或最新的在

管理学科领域点击率和转载率比较高的理论、思想、观点、案例等相关的学习资源，不仅仅特指图文资

源，还包括音频和视频资源。头条资讯主要推送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跟《管理学》相关的一些关注度比

较高的资讯，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社会动态。好书推荐主要推荐管理学科领域的经典著作和热门书籍，

通过内容简介、书评、书摘等内容让学生对一些书籍产生兴趣，通过阅读汲取管理智慧。根据页面简洁

的设计原则，可不设二级菜单，尽量减少学生的操作步骤。 
2) 资源来源 
学习资源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原创和转载。其中，原创资源需要任课老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不仅需要一定的文笔功底，对于视频类资源，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录制视频、视频剪辑的技术，对任

课老师的要求更高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转载资源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转发他人的原创资源，

也可以链接的形式发布。转载资源可以大大提高推文效率，但也面临潜在的版权纠纷风险，尤其是原作

者明确声明禁止转载的，应更加慎重。笔者建议，《管理学》课程移动学习资源可以转载为主，一是与

本门课程相关的优质网络资源足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任课老师没必要再耗费精力进行原创，可以对

原创资源进行提炼、修改和补充，也可以对原创资源进行评述，还可以对多篇原创资源进行融合创新。

为了提高发文效率，任课老师可以收藏一些利用价值较高的网站，添加一些优质资源较多的公众号，养

成每天查阅这些网络资源的习惯，及时将可用资源保存下来。 
3) 制作工具 
微信公众平台自带的图文编辑功能可满足图文类资源的基本推文需求，任课老师无需学习，可进行

傻瓜式推文。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图文编辑质量，可借助一些专业的第三方图文编辑器如秀米、365、i 排

版等，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和大量的模板素材，可以大大提升推文的视觉效果和档次。由于微信公众号

没有音频、视频剪辑功能，如果要推送原创的视频或音频，还要借助专业的视频或音频编辑软件，这就

从技术层面对任课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老师可考虑采取一定的激励手段，吸纳学生群体参与资

源的制作和编辑，可以大大提高推文的效率和质量。 
4) 制作主体 
根据笔者的调查，已有的基于微信公众号搭建的高校课程学习平台的运营主体主要有三个群体：专

业课教师群体、跨专业跨学科的专业团队和学生群体。多数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是由单个老师创建的，

平台的运维主体一般是任课老师本人。也有部分课程以教学团队的形式来运维，教学团队内部合理分工。

甚至还有课程为了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展开跨校联合运营[29]。以上课程的运营主体都是专

业课教师，学习资源的制作主体一般也是专业课老师。有些课程为了提高课程教学资源的整体质量，引

入专业团队进行跨专业跨学科合作，如专业课老师负责规划课程的知识点体系，IT 技术教师负责后期加

工知识资源并上传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平面设计教师负责控制画面效果和排版设计[30]。这种专业化的运

作方式虽然有利于提高平台质量，但需要一定的成本付出，需要专项资金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课程引入学生群体，由学生参与素材搜集、文章编辑、消息群发和微信公众号的其他维护，以此来减轻

任课教师的负担[31] [32]。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移动学习属于混合式学习模式，在混合式学习过程中教师

和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师生间形成了学习共同体和合作者[33]。因此，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应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得以体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管理学》课程的移动学习资源的制作可以引入学生主体参与其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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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学习资源的顶层设计并制作一部分学习资源，学生群体以学习者的视角来发掘和搜集学生感兴

趣的关注度高的学习资源，设计他们喜欢的推文风格，使公众号不枯燥无味，更加有吸引力。甚至可以

借由学生群体的推广进一步扩大公众号的影响力[6]。 

5. 学习资源推送策略 

推送策略主要指学习资源在推送频率、推送时间和推送数量等方面的策略。首先，对于资源的推送

频率，有学者提出学习资源的更新速度对资源转换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资源发布后的 1~2 天往往是

浏览量最为密集的时段[34]，因此，《管理学》课程的订阅号学习平台应减少资源发布的时间间隔，尽量

保持一定的更新速度，推文规律化，将有助于学生在较短的学习期间内保持学习热情，从而使学习平台

保持一定的用户粘性。此外，不同的资源类别，推送频率可体现一定的差别性，如分享的好文和推荐的

学习资源，每周推送次数可保持在 3 次左右，避免次数过多而令学生产生厌烦情绪[35]。而热点资讯类的

资源可增加推送频率，甚至可以做到每天推送一次，因为学生对于热点新闻的兴趣度要高于知识分享类

的资源。其次，对于推送时间的选择，有学者经过调查发现，早上 8 点至 10 点和晚上 21 点至 22 点是学

生活跃度最高的两个时间段[35]，发文时间尽量选择这两个时间段。但笔者认为，推文时间要综合考虑学

生和老师的时间，在校学生从周一到周五，白天一般有课，而且很多课程禁止学生在课堂上玩儿手机，

中午虽然有空档，但是扣除吃饭和午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过于仓促。因此，可以选择周一到

周五的晚上和周末两天且任课老师也方便的时间推送学习资源。最后，对于资源的单次推送数量，可以

不局限于每次推送一篇。根据笔者多年教授《管理学》的经验和对管理学科的了解，与该课程相关的优

质资源还是挺多的，每个月甚至每周新增的都不在少数，再加上每日新增的与该课程相关的热点新闻资

讯也不在少数，按照前文提到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原则之一的丰富性原则，任课老师可以按照微信公众

平台设定的每日最多群发八篇的数量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源，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课本之外的知识和资

讯。 

6. 学习资源应用策略 

尽管本文将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学》课程的移动学习平台定位成兴趣培养类资源分享平台，期

望通过丰富的学生感兴趣的优质资源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接受和发现学习，从而调动其对《管理学》的学

习兴趣。但由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具有极大地随意性，学生的学习意愿和自主学习能力也存在差异性，

犹如不考勤的课堂必然带来到课率的下滑一样，不加任何干预和约束的自学行为必将导致学习效果大打

折扣，甚至出现自主学习行为的不发生，学习资源无人问津的情况。这种与课堂教学毫无关联的学习行

为使得任课老师精心打造的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失去了其辅助课堂教学的价值。因此，任课老师应采取

一些必要的措施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进行一定的引导，但作为培养兴趣为主的资源分享平台，又不能

进行过多的干预，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引导措施： 
1) 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任课老师制定学习资源的要求，学生分

组收集素材、制作资源甚至推送资源，任课老师根据一定的评分标准对各组的作业质量进行打分，纳入

作业成绩。具体的操作形式可由任课老师把握，可以让学生只负责收集素材，由任课老师负责对素材进

行编辑加工并推送，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制作素材，任课老师推送资源，甚至还可以让学生全程参与。 
2) 将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视为平时表现，纳入平时成绩。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了解学生对微信

公众号平台上的学习资源的学习情况，还可以将学生围绕线上学习资源与任课老师讨论互动的行为或者

在班级群内互相讨论的行为以一定的量化标准进行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3) 将线上学习资源纳入期末考试，以考核学生的学习行为。不管设置哪种题目类型，所占分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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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最好控制在 10 分之内，以免分值太高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由兴趣学习变为压力学习，还可能出

现这类题目大面积丢分从而使最终得分普遍不高的情况。此外，任课老师还要考虑微信公众号的受众范

围，《管理学》课程作为必修课，一般是一个学院的公选课，同一学期选修这门课的专业和班级较多，

由多个任课老师教授，期末也是统一考试的，如果微信公众平台是某个任课老师建立并只在自己授课班

级应用，这一考核措施就不适用了。 

7. 结论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管理学》移动学习模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课程性质、学生需求、

班级人数、师生课余时间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提出将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学》课程的移

动学习平台定位成兴趣培养类资源分享平台，强调以培养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为首要目的，弱化

了教学管理功能，减轻了学生的任务性学习压力，但又没有完全脱离课堂教学，希望这一混合教学模式

能够真正的让学生对《管理学》产生兴趣。虽然笔者已经按照所提构想创建了《管理学》微信订阅号学

习平台，也发布了一定的学习资源，但主要是笔者个人在运营，资源还不够丰富，没有让学生群体参与

进来，也没有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进行一定的考核，因此，学习效果还有待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进行

验证。希望能够引起一些学者的共鸣，将这一学习模式不断优化，更好地为《管理学》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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