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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蓝墨云班课的《供应链管理》课程
参与式教学法研究

何 静
（上海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针对目前参与式教学方法在《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结合蓝墨云班课实时性强、沟通方式

多样化、文件的存储和传播便利化以及量化性强的功能特点，运用蓝墨云班课平台上的班课资源、班课活动和头

脑风暴等功能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从头脑风暴和讨论分享方法、总结与反馈方法以及案例讨论与情景模拟三个

方面探讨了基于蓝墨云班课的《供应链管理》课程参与式教学法如何实施，并总结分析了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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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rticipatory Teaching Method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urse Based on Moso Teach

He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method in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urse, an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so Teach, a mobile teaching terminal platform, such as being real- time, convenient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 and flexible in communication, etc.,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lement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process using the resources

and functionalities of Moso Teach, discusse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brainstorm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summarization and feedback, case study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etc., and at the end, analyzes its practical effect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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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供应链管理》课程是物流管理专业的必修核心

课程，也是一门学科交叉性较强的课程，所涉及的内

容既多且广。运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单方面在

课堂中讲解灌输理论知识，学生会感觉很难理解和

接受，因此也常常觉得供应链管理这门课程比较乏

味和难学。参与式教学方法是通过让学生主动参与

到教学过程中的方式，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

提出问题、主动探求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学生

参与案例讨论、情景模拟、游戏互动、头脑风暴等活

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对

《供应链管理》课程的学习兴趣。本文将重点对基于

蓝墨云班课平台的《供应链管理》课程参与式教学方

法的实施进行研究。

2 蓝墨云班课的主要功能特点

蓝墨云班课平台是方便教师和学生在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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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课堂内外即时反馈教学互动的教学系统或者

客户端APP，它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

台，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同时也让学生的手机变

成了强有力的学习工具，而不仅仅是用于聊天或玩

游戏，激发了学生利用手机进行自主学习的兴趣。

蓝墨云班课平台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实时性强。蓝墨云班课平台可以在上课的

时候通知学生进入班课平台，学生在第一时间内参

与教师组织的活动，如点名、头脑风暴、讨论等，加入

班课后，师生的沟通不仅限于课堂的45min，课前课

后都可以一对一私信沟通，信息的交流及时有效，时

效性强。

（2）沟通方式多样化。蓝墨云平台可以实现一

对一，一对多的多种方式的沟通交流。课前教师可

以通过平台布置将要讨论的议题让学生预习；课中

教师可以组织头脑风暴，学生通过手机针对具体的

讨论议题发言；课后布置复习或拓展的议题，学生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充分和透彻的掌握该知识内容和体

系。

（3）文件的存储和传播便利化。教师可将课程

相关资料上传到班课资源库让学生自学或讨论，文

件的形式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学生在完成学习

或讨论后将自己的想法或作业上传，教师的修改意

见也能通过该平台传达给学生。

（4）量化性强。蓝墨云班课可以将学生的课前

资料查看和预习、到课情况、课堂互动、参与讨论和

课后作业分别通过经验值的方式进行量化，教师在

期末的时候可以通过经验值的高低量化评价学生的

表现，同时也可针对学生的弱项对以后的课堂进行

重新设计和操作，提高教学质量。

3 参与式教学方法在《供应链管理》课程
教学中的应用

参与式教学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主动参与和合作

学习，当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思考，或者应用他们所

学到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一些现实和具体的问题

时，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对所学习的理

论知识产生兴趣。他们会更积极地寻求与其他同学

的合作，尝试各种挑战，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种任务。

笔者在供应链管理教学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对参与式教学方法进行实践应用：

（1）思考与分享方法同头脑风暴法结合应用。

思考分享和头脑风暴法应用起来都比较简单，将二

者结合起来往往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具体的方

法是先给出一个主题或者案例，请学生思考并写出

自己的观点，然后进行一个简短的小组讨论，教师可

将每个小组的结论在黑板上逐条记录，最后再组织

全班同学共同参与讨论并进行总结点评。

（2）总结与反馈方法的应用。如果不及时对每

堂课的内容进行复习和总结就会很容易遗忘，如果

不能及时了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授课

过程中也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所以总结与反馈方

法的应用非常重要，具体到供应链管理课程，笔者更

倾向于应用到每堂课的开始几分钟，会设计几个针

对上次课关键学习点的问题，请同学举手抢答。或

者将知识点以案例形式呈现，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后

回答，统计答对小组分数，得分高者给予奖励。

（3）案例讨论与情景模拟的组合应用。采取任

务式的模式，为学生布置一些调研或者分析案例的

任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利用课下时间完成，形成案

例分析报告，制作PPT课堂上分享，所有同学参与讨

论，小组之间还可以通过投票的形式互相评分。另

外在一些供应链管理案例中还可以融入游戏的元

素，使得案例的讲解更具有趣味性，也能让更多学生

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作为局外人去阅读和观察。

如在讲解供应链库存管理问题时，就通过让学生扮

演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角色来现场模

拟啤酒游戏的场景。

4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供应链管理》课程
参与式教学法的实施

利用蓝墨云班课实时性强、信息存储传播便利、

沟通方式灵活等特点，笔者在《供应链管理》课程参

与式教学方法实施过程中，尝试运用蓝墨云班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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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班课资源、班课活动和头脑风暴等功能开展

参与式教学活动。将传统的教学手段与信息化教学

手段穿插运用，从而探索出更加适合学生自主学习

的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手段，达到了更加充分调动

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积极性，以及增强师生

互动频率的效果，使教师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知识掌

握程度。

4.1 基于蓝墨云班课平台的头脑风暴和讨论

分享方法的实施

蓝墨云班课平台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可以通过手

机移动终端来使用，这就为课堂开展教学活动提供

便利条件，通过开启蓝墨云班课活动栏的头脑风暴

区，可以在课堂上随时互动，如讲课过程中，学生对

没有理解消化的知识可以随时做出备注；教师也可

随时提出启发思考的问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经过

两三分钟的头脑风暴，在头脑风暴区进行发言，展开

争论；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案例展示和讨论时，针对

案例，任何一个同学可随时在头脑风暴发言区提出

问题、发表观点和阐述意见，展示案例的小组在演讲

结束后可以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回答，并展开讨

论。如在讲解供应链以及供应链管理基本概念时，

为学生播放了一段麦当劳供应链管理的视频，视频

播放后，立刻提出几个问题，要求学生前后左右自动

形成小组，只给出三分钟左右时间，小组讨论，立刻

在头脑风暴区分享讨论结果。针对其他小组的观点

再次展开课堂讨论，发现每个小组的同学都非常积

极踊跃，其间还发生了一些争论，更加加深了对供应

链管理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4.2 基于蓝墨云班课平台的总结与反馈方法

的实施

在实践中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针对每个

知识点的内容，在蓝墨云班课平台的题库中事先导

入相应的题目，可以是选择题、判断题，也可以是简

短的问答题，或者篇幅较小的案例题。在每个知识

点学习结束后，从试题库中导出4至5道题目，为学

生留出几分钟时间，让学生快速完成，随后进行点评

讲解。蓝墨云班课在给出每位学生的测试成绩的同

时，还可以将整个班级成绩情况进行统计，可以及时

了解学生对每一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进行有针

对性的辅导和授课。二是每节课上课之前，将前一

节课所讲解的知识点凝练成几道问答题的形式，这

些题目赋予不同分值，利用蓝墨云班课上抢答的功

能，请学生抢答，或者利用蓝墨云班课摇号的功能，

随机选择同学进行回答，答对的同学获取经验值，经

验值累计多的同学给予奖励，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了

学生学习的趣味性，与此同时复习巩固了已学习的

理论知识。例如在讲完供应链流程设计后，在下节

课开始时，将已学习知识点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导入

到蓝墨云班课中，如惠普打印机的案例，请同学分析

惠普打印纸的供应链流程出现哪些问题，分析问题

原因，并绘制出改进后的流程图，通过学生对案例的

分析，就可以看出学生对该部分理论知识掌握情况

以及具体应用的能力。

4.3 基于蓝墨云班课平台的案例讨论与情景

模拟的实施

蓝墨云班课平台有一个“小组方案”功能，可以

将班级同学划分成若干小组，以小组为单位提交材

料和开展活动，如上传小组作业、小组之间分数互

评、教师评分等，这一功能为参与式教学中的案例讨

论的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例如在讲授供应链风

险管理这部分内容时，为学生设计了上海市食品供

应链安全追溯系统实施状况调研的题目，提前四到

五周利用“小组任务”功能将任务要求上传到蓝墨云

班课平台，学生在此期间进行调研和资料的整理，然

后以小组为单位将调研的情况拍成视频进行上传，

同时上传调研报告，供全体同学一起分享。课堂上

每个小组展示自己的案例报告，在汇报的过程中，所

有同学都可以在“讨论区”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观点，

汇报结束可以立刻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课堂讨论，最

后小组之间给出一个互评的分数，教师给出一个分

数，并通过设置分数权重，最后汇总出每个小组的最

终分数，这个分数可以作为学生期末成绩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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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成部分，由蓝墨云班课平台直接导出。

运用蓝墨云班课，案例情景模拟也变得更加容

易操作，也更有趣味性了，比如上文所提到的啤酒游

戏的情景模拟，可在课前就在平台上传啤酒游戏相

关背景资料，课堂上还可以利用蓝墨云班课“摇一

摇”的功能，随机选出学生参与情景模拟的角色扮

演，以此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热情。课堂上

模拟过程中，可通过蓝墨云班课平台“小组任务”功

能为每个小组计分，由于有蓝墨云班课移动平台的

辅助，实验效率大大提高，因此可分别进行实现设定

条件的和自由发挥的两次实验，对比分析两次实验

结果。最后每个小组的同学可以在平台发言区分析

案例中牛鞭效应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总结供应链管理理念对于企业应对市场不确定性以

及快速反应市场所发挥的作用。

5 总结

蓝墨云班课平台的应用更加丰富了参与式教学

方法的内容和实现形式，把《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

升级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教学的混合教

学模式。充分利用平台中各种功能的优势，为学生

提供了方便实施主动学习的平台。通过资源发布、

学习活动、小组任务、课堂签到等多种方式，将移动

设备引入到教学过程，不仅方便教师组织开展教学，

同时也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一个学年

的实施主要取得了以下效果：

（1）蓝墨云班课的使用为学生课前自主预习创

造了条件。使用蓝墨云班课推送类型丰富的教学资

源，包括课前学习任务、微课视频、课件、案例资料文

档等。学生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在班课中查看学

习资源，教师在上课前可以通过班课查看学生的学

习情况，并对没有及时完成课前学习的学生推送提

醒通知，并且在课前通过云班课的“测验”、“问卷调

查”检查学生自主学习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准备课上

活动的设计。

（2）丰富了课堂参与式教学活动的开展。课堂

上可以实现更快捷的签到方式，课堂上以问题为导

向、目标为导向，用引导技术开展讨论答疑、头脑风

暴，并在班课中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和总结。通

过班课随机分组或线下分组进行小组合作作业，设

计评分点和评分标准，开展作业互评。各项活动赋

予经验值，使教学游戏化，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

了学生的参与度。

（3）蓝墨云班课平台实现教学过程数据化，及时

的反馈有助于教学诊断，使得教学有可控性或前瞻

性，优化教学过程。运用系统数据进行教学诊断，精

细化管理课堂。利用云班课可以对整个教学活动数

据化，学生观看视频、参加课上活动（讨论、测验、头

脑风暴等）都有详细的实时记录，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反馈重新认识课堂，找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学，通过数据分析调整教学计划，真正实现以学生为

中心，以学定教，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4）学生评价实现多维度过程性评价，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理念。多维度的过程考核更有助于学生综

合素养的提高。采用云班课教学，学生的整个学习

过程都有数据记载，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赋予相

应的经验值，参与各类活动的经验值按一定的权重

折合计入学生的期末总评，这样对学生的评价就不

是单一的结果考核，而是多维度的过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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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作过程的《配送管理实务》课程改革
王利芳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

[摘 要]研究了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方法、高职《配送管理实务》课程改革现状、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基

于工作过程导向思想提出了课程改革思路、构想与内容，并在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中进行了教学模式、管理方式

和产教融合模式等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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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Reform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Practice Course Based on Working Process

Wang Lifang

(H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uzhou 31300, China)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working process 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necessity of curriculum reform for the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Practice cours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thoughts,

ideas and contents for the reform of the course based on the working process oriented think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nnovates the teaching

mode, management method and the mod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for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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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意义

由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新零售和新科技带动的

中国物流市场正在展现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变化，物

流行业在方便企业生产销售和大众生活消费的同

时，正在不断向复杂化、互联网化和智能化发展。这

种发展变化对物流配送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

要具备良好的物流基础理论，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

蓬勃发展，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面向生产、建

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就业岗位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物流配送管理》课程作为高

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地

位非常重要，但内容庞杂，要很好地掌握该课程十分

不易。伴随着我国物流正在从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

发展，如何使物流配送这门课程的教学适应企业的

需要，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现状并结合配送特点，迫切

需要探索其教学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考核方式受到挑战，因此要优化教学内容、探索新

的教学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从传统教学

向应用性教学转化，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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