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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学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必然会替代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传统课堂教

学中一般是“以考定论”、“一考定论”，并不能体现学生学习效果的差异，也很难反馈出教学中的问

题，从而针对这些问题而及时改进教学策略。本文以《市场营销》课程为例，以实际教学应用经验为范

本，针对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形成性考核评价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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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information level,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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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will inevitably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final conclusion is based on examination” and “the final conclusion is based on ex-
amination”, which cannot reflect the difference i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eed-
back on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time. Taking “Market-
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pplication experience as a model,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under hybrid teaching mode. 

 
Keywords 
Blended Teaching Mode,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arketing 

 
 

Copyright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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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一直以来采用的考核方式是以期末闭卷考试为基础，形成最终考核成绩。

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日常学习效果及教师的教学水平。为提高《市场

营销》教学考核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促进学生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特进行教学改革，此项改革旨在对学

生学习课程核心教学内容的效果、学生对理论知识体系的理解程度以及思维能力的形成进行评价，形成

比较客观的评价体系。通过对评价结果分析，不断改进《市场营销》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

从而建立起一套基于大数据、量化、多主体的过程性的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过程性考核评价体系能够

更加客观反馈每位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教学质量，为“一生一案”发展性评价提供数据参考，教师可通过

动态评价反馈，对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进行及时修正，更好地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 

2. 《市场营销》课程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2.1. 以考定论，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 

尽管现在从教学理念上看，各个高职院校都在进行教学改革，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技

能型培养[1]。但《市场营销》相关课程属于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在具体的教学及课程评价中，教师还是

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的不够明显。因为老师看的是最终考试成绩，学生关注的是

能不能及格问题。因此，《市场营销》课程评价还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问题。 

2.2. 重线下轻线上，形成性考核实施不够规范 

近些年，很多学校都在要求老师进行形成性考核，教师也按照学校要求进行，更加注重学生学习的

过程，而不是只以结果论英雄。但是教师在实施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在设置具体考核形式时也是五

花八门。学校没有给予具体的形成性考核细则，所以在进行评价教学质量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老师

更多地是把线下授课作为评价重点，忽视了线上教学评价的作用，无法做到真正的线上线下融合，在提

升学生实践能力方面也将打折扣。 

2.3. 量化不够标准，学生个体差异体现不明显 

因为形成性考核需要量化考核分数，虽然老师在设置考核方式时体现了形过程性，但具体的量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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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统计起来非常麻烦，有些老师为了省时省力，给予学生的分数没有太大差异，这样就不具备针对性，

实现不了“一生一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评价主体主要是老师，在具体的量化细节上做的不够规

范，没有更多地评价主体参与到过程性考核评价中，进而无法实现多元化评价，更无法和岗位需求紧密

结合起来，学生的个体差异体现不明显[2]。 

3. 《市场营销》课程形成性考核具体的实施过程 

《市场营销》课程采用学习通平台获取大量的网络教学资源，和线下教学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完

善的课程评价体系，形成了完整的混合教学模式。在混合式教学中，采用多元主体的形成性考核评价体

系[3]。 
(一) 《市场营销》课程形成性考核体系构建 
《市场营销》课程混合式教学实施中，在开课前，首先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学形式上主要涉及到实

践教学项目、分组任务、章节测试、小组作业、课堂互动等线上活动和专题讨论、课堂互动、实践教学

等线下活动。形成性考核评价贯穿始终，评价贯穿在每一个教学环节当中，学习效果能得到及时反馈，

老师及时修正教学活动方案及课堂环节设计。具体的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nline and offline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Marketing” 
图 1. 《市场营销》线上线下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 

 

(二) 形成性考核具体考核项目及计分规则 
在开学第一课中，任课老师就将具体的形成性考核计分规则进行公布，冰针对具体的计分要求进行

详细讲解，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从期初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并非常了解需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达到什

么样的效果，才能拿到相应的分数，就像游戏进阶一样，每完成一个任务就得到相应的积分，让学生非

常清楚在本学期的学习中如何才能拿到高分。学生只有重视这门课程，才能学好这门课程。以下是《市

场营销》课程形成性考核评价具体的计分规则，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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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tailed rules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Marketing” 
表 1. 《市场营销》课程形成性考核评价细则 

评价项目 具体计分规则 

课堂互动 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及参与课堂互动，一次加 5 分，满分 100 分 

分组任务 每次分组任务 100 分，其中教师评价 35%、企业评价 35%、自评 10%、组内互评 10%、组间

互评 10%； 

作业 
按在线作业的平均分计分。一学期 4~6 次作业，每次作业按 100 分计。如设置作业明细分配，

则(按班级发放的作业成绩*权重占比 + 按人发放的作业成绩)/(1 + 按人发放的作业数量)或
按班级发放的作业成绩*权重占比计分； 

线上互动 参与投票、问卷、抢答、选人、讨论、课堂练习等课堂活动可以获得相应分数，积分达到 100
分为满分； 

签到 按学生出勤率计分，出勤率等于(出勤次数/签到总数)，出勤率低于 60%，签到权重成绩计为

0 分； 

课程音视频 课程视频/音频全部完成得满分，单个视频/音频分值平均分配，满分 100 分； 

章节测试 每一章结束完成章节测试，取学生章节测验平均分，未做测验按“0”分计算；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采用线上试题库随机组卷，满分 100 分，及格分 60 分。 

4. 《市场营销》课程形成性考核评价的实施措施 

《市场营销》课程形成性考核评价项目主要有：签到考勤、章节测验、专题讨论、小组任务、课前

测试、课堂随堂练习、课后作业等基本形式。 
(一) 评价课前预习环节 
在学期上课前，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等基本情况进行分组，在学习通平台上布置预习任务，主

要包括准备上课章节的相关视频和 ppt 资源，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预习、讨论，课前与老师在线上沟

通，完成课前测试，老师通过课前测试了解学生的预习效果，从而确定对于学生来说本节课的难点在哪，

进而调整教学策略。在课前预习阶段，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完成预习任务，在课堂学习中更加地高效。

而且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可以锻炼他们的分工合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在进行考核时，主要考核平台预习

的进度和预习次数、学习笔记、课前测试及线上互动次数等内容[4]。 
(二) 评价现实课堂学习环节 
在每节课上课前 10 分钟，老师在学习通上发布签到，学生用手机实时签到，用学习通签到代替传统

课堂点名环节，既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上课情况，又节省了时间，更重要地是签到记录可以保留在平台

上。课堂上，教师根据实际授课内容，组织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主体，小组为单位对预习情况进行讲解，

教师进行重难点讲解，以 10 分钟为一个任务模块，每个知识点讲完之后，学习通上及时发布随堂练习，

对于重难点再进行巩固，主要以选择题、判断题等客观题为主，及时检查学生对于重难点掌握情况，而

且学生每完成一道题目，正确了给予课堂活动加分 2 分。在课堂上，有时需要组织全员参与的活动及课

堂提问，每人一次加 5 分，课堂的现场加分，让学生感觉更有氛围感，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中，这

项由学习委员进行详细记录。课堂上的小组任务采用的是教师、企业导师、学生多元评价主体进行评价，

平台发布任务，课堂进行展示，全员参与打分。在这个环节，教学实践活动、课堂评价、随堂练习、小

组评价是本环节重点内容。 
(三) 课后评价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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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为了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复习，老师在学习通平台布置课后作业，老师通过课后作业的

完成情况对学生进行分析，了解学生哪些掌握的好，哪些掌握的不好，针对个别掌握不好的问题进行备

案，以便下次课上再次进行重点强调。每章课程结束后发布章节测验，巩固学生本章学习知识，再次通

过分析学生得分、失分情况，确定学生哪个部分掌握的不够牢固，可根据共性问题再进行微课视频录制。

其中章节测验和课后作业计分是本环节评价的重点内容。 
(四) 期末考试评价 
在学期末，提前在学习通上进行平台组题，将考试方案提前做好，可提前一周发布考试通知，让学

生做好考试准备。试卷题目乱序、答案乱序，以最大限度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在试题设置上，主要理解

分析的材料题为主，更好地检验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及运用能力。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平时成绩记录考核加上最终的期末考试评价，形成每位同学的最终考核成

绩。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重视在过程性教学的环节评价，评价计分融入每一个教学环节，而且平

台记录有据可查，多元主体参与评价，评价结果更加客观真实，既能及时修正混合式教学过程中的教学

活动环节，又能让学生重视每一个教学活动环节，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重要的是，通过形成

性评价，可以彰显每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可以让老师做到对每个学生都心中有数，及时帮助

掉队的学生。 

5. 实施的效果 

5.1. 能够有效监控《市场营销》课程教学过程管理 

现在教育更加注重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但个性化不代表放任不管，无论什么形式的方法，最终

目的是通过这个方法加强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最终学生能够得到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技能的培养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过程才能实现，而非“一

蹴而就”。通过制定科学的形成性考核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把控，才能达到对教学管理的有效监

控。 

5.2. 可以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 

高职院校更加注重学生素质教育，不能单独用一次考试去决定学生的成绩，如果只用考试决定学

生成绩容易导致“应试教学”，学生平时学习懈怠，只在考试死记硬背猜题押题来对付考试，这样一

来容易忽视学习过程，即使考试通过了，考完就忘完了，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学习能力，达不到素质

教育的效果[5]。在市场营销的课程教学中，通过形成性考核评价的方式，在授课中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更能适应学生个性化需求，也更能够让学生真正学以致用。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结合形成性考核，

可以有效地延伸课堂，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老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从而加强对

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监控，这才是真正的开放教育下学习者自主学习模式，体现“教师是主导，学生

是主体”的开放教育特征，实现开放教育下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最终对于全面实现素质教育

具有重大意义。 

5.3. 最终综合成绩可实现正态分布 

市场营销课程通过实施线上线下混合的形成性考核方式，从学生成绩的汇总结果反馈来看，学生的

成绩基本成正态分布，每一个模块都能体现学生的学习态度及学习效果。以下是从考试系统里截图的数

据，如图 2 部分学生成绩汇总和图 3 最终成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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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mmary of some student grades 
图 2. 部分学生成绩汇总 

 

 
Figure 3. Final score distribution 
图 3. 最终成绩分布 

6. 形成性考核评价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 形成性考核评价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具体实施中，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核算分数，小分比较多，比较难算，而且有分组分数和个人分

数，计算每个人成绩的时候会花费较长的时间。 
在小组课堂讨论中，学生积极性很高，一个大的讨论，两节课完成就会非常紧张，只能实现每个小

组一个代表发言。 
课程教学过程中有一些实践项目，需要让学生动手完成，所以讲授的时间减少。为了保证课程进度，

把一些理论知识提前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提前准备。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主动性较强，

后期有所懈怠。 
(二) 改进建议 
针对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进行调整、修正，争取让整个教学环节及评价

体系更加完善。 
针对小分计算工作量大的问题，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信息化手段的使用，让更多地分数记录在

平台上，再借助统计工具的使用，会让统计分数困难的问题解决；对于课堂讨论占用时间的问题，可在

实施中尽量减少课堂上的讨论时间，将更多的时间放在课前线上进行讨论，给课堂留更多的时间让学生

来表述观点；对于学生中间懈怠的问题，可采用定期公布学生形成性考核的各项分数的办法，让他们看

到与其他同学的差距，从而赶上进度。 
信息化手段推动着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步伐，混合式教学更需要形成性考核来辅助，为了实现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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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公平性、合理性、个性化，需要不断探索形成性考核的具体实施细节，继而进行不断的调整，最

终推动教学改革。在推动形成性考核评价的教学改革的进程中，需要从学校层面进行大力推进，学校可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或实施指南，对考核项目有个大致范围的约定，要求全体教师大力推进，这样才能

起到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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