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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零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商业变革的典型范式，其经济学内涵与职业教育课程重构存在深刻的逻辑关联

与实践启示。本文从理论共通性、结构性关联及课程建设路径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新零售策略与职

业教育改革的内在契合性。以电工电子技术课程为例，通过类比新零售“人货场重构”“全渠道融合”

“供应链重塑”等核心策略，提出职业教育需重构人才培养要素、设计混合式教学路径、推动产教深度

融合，并构建数据驱动的动态评价体系。研究表明，新零售的底层逻辑为职业教育提供了系统性改革框

架，其启示不仅限于方法论层面，更强调教育生态的开放性与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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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ical paradigm of business change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new retail has a profound logical connection and practical revelation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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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etical common-
ality, structural connection an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ath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fit between the 
new retail strateg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aking the 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 technol-
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by analogizing the core strategies of new retail, such as “reconfiguration 
of human-cargo field”, “omni-channel integration” and “supply chain reshaping”, it is proposed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reconfigure the el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and design blended teach-
ing. It is proposed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reconfigure the elements of talent cultivation, 
design hybrid teaching paths,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con-
struct a data-driven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new 
retail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form framework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s revelation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openness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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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新零售等创新商业模式，其以技术驱动、用户中心、数据赋能及生

态重构为核心特征，深刻重塑了传统商业逻辑。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正面临课程体系滞后于产业变革的严峻挑战。传统职业教育课程模式难以适应快速迭代的岗位需求

和技术环境，亟需通过系统性重构实现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匹配。新零售的底层经济学逻辑——

通过资源配置优化、全渠道融合与价值链整合提升系统效能——恰与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诉求形成深刻

共鸣[1]。 
本文基于新零售的核心理念与实践策略，探索其与职业教育课程重构的深度关联及启示。研究从理

论基础、结构关联和课程建设路径三个维度展开，详细分析新零售的“人货场重构”“全渠道融合”等策

略如何映射为职业教育的“学生–课程–环境重组”“混合式教学”等改革方向。 

2. 新零售与课程重构的理论共通性 

2.1. 技术驱动的范式转变 

新零售源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硬件和软件基础，共同颠覆了传统零

售业态。同样，课程也面临着数字技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全面改造。这不仅仅是将传统课程数字化，而

是需要基于新技术重塑整个教育生态，创造全新的结构和模式。 

2.2. 以用户(学生)为中心 

新零售的核心转向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重构人、货、场三要素[2]。在新零售中，用户不再是被动

的购买者，而是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课程重构同样需要从“教师中心”转向“学习者中心”，关注学生

的学习体验和成长需求，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主动的知识建构者和能力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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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要素的核心作用 

新零售通过消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来洞察需求，实现精准营销和服务。课程重构也是基于学习

行为数据建立的精准教学和评价体系。数据已成为教育领域的新型生产要素，其优化配置直接决定了系

统效率和产出质量。 

2.4. 生态系统的重构 

新零售强调线上线下融合(O2O)、供应链重组和多业态协同。课程重构也需要打破传统的专业边界、

校企隔阂和理论实践分离，构建融合式、生态化的课程体系。 

3. 新零售与课程重构的结构性关联 

3.1. 人货场重构与人才培养要素重组 

新零售对“人、货、场”的重构直接对应着职业教育中“学生、课程、教学环境”三大要素的重新定

义[1]。新零售将“人”从模糊群体转向具体个体，建立深度用户画像。在课程重构中，这意味着要从标

准化培养转向个性化学习，通过学情分析建立精准的学习者画像，实现因材施教。新零售中的“货”从

商品扩展为个性化、定制化产品与服务组合，而课程将通过学习分析技术实现个性化推荐(见表 1)。新零

售的“场”打破线上线下界限，创造“场景化营销”。课程重构也需要打破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界限，

构建虚实融合的学习空间，创造“情境化教学”。 

3.2. 全渠道融合与混合式教学 

新零售的核心是“全渠道零售，O2O 营销模式”[2]，这与当前职业教育倡导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高度

一致(见表 1)。新零售重置了消费者购物旅程，将搜索、比较、购买、评价等环节分布在多个触点。混合

式学习设计了预习、授课、练习、评价等教学环节在不同环境中的最优分布[3]。 

3.3. 供应链重塑与校企合作 

新零售强调消费需求对生产的逆向牵引，课程开发同样需要从岗位需求出发，逆向设计培养标准和

课程内容[1]。新零售通过跨界合作，将更多的资源融通。课程重构建立企校之间的协同网络，实现资源

的最优配置(见表 1)。新零售优化供应链，而课程改革动态调整课程内容，减少知识与技能培养与行业需

求的代差。 
 
Table 1. New retail cor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rses 
表 1. 新零售核心策略与职业教育课程重构的对应关系 

新零售策略 经济管理学内涵 课程重构对应 教育理论映射 
人货场重构 资源配置优化 学生–课程–环境重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全渠道融合 交易成本降低 混合式教学设计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 
数据驱动运营 信息不对称减少 学习分析技术应用 精准教育理论 
供应链重塑 价值链整合 教育链与产业链对接 产教融合理论 
场景化营销 边际效用提升 情境化教学实施 情境学习理论 

4. 新零售对高职课程建设路径的启示 

4.1. 设计理念迁移 

设计理念迁移：从独立走向融合。借鉴 O2O 融合模式，课程可构建深度互嵌的“理论 + 实践 +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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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三维结构。还可借鉴新零售中的“精准营销”理念，设计跨专业的课程模块，建立基于能力图谱的

个性化课程，支持学生根据自身基础和职业规划选择不同的学习路径[4]。 

4.2. 教学模式创新 

教学模式创新：从灌输走向互动。新零售注重持续互动，互动不仅限于与商家，还包括消费者之间

的交流。这启示职业教育课程应增加师生互动频率和深度。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不断交流、分享、反馈[5]。 

4.3. 评价体系改革 

评价体系改革：从单一走向多元。借鉴新零售对消费全流程的跟踪分析，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

成性评价。可通过在线学习平台记录学习行为，结合课堂表现、作业质量等，全面评估学习进展。重点

评价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设计仿真情境下的实操考核任务。多元主体参与，引入企业导

师等外部评价主体，对学生的实践作品或方案进行评价，增强评价的社会相关性[6]。 

4.4. 学习环境重构 

从封闭走向生态。构建开放融合的学习生态，支持情境化教学。与领先企业合作建立产业学院或实

践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学习和工作环境。鉴于业态快速迭代的特点，课程体系应支持毕业后的持续

学习，通过微证书、在线课程等方式，帮助从业者更新知识和技能。 

5.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 

借鉴大型超市的商品分区、路径引导、包装展示和体验营销等策略，本方案将重构电工电子技术课

程的教学体系。通过科学分区课程资源、优化学习路径、增强内容“包装”和设计实践体验环节，打造一

个以学生为中心、高效互动的教学环境，提升学习效果和课程吸引力。 

5.1. 课程资源分区建设方案 

借鉴超市商品分类管理的科学方法，电工电子技术课程资源需要进行系统化分区建设，确保知识单

元条理清晰、易于获取。超市通常将商品按照属性、功能和使用场景进行科学分区，同样原理可应用于

课程资源建设。 
基础理论区：包含电路分析、电子元件特性、电磁场理论等基础知识点。这部分资源按照难度梯度

细分为三级：一级为基本概念和定律(如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二级为典型电路分析方法(如节点电

压法、网孔电流法)，三级为综合应用理论(如二端口网络参数)。每个理论单元提供多种形式的资源包，

包括微视频(5~10 分钟)、图文解析、公式推导过程和典型例题，并标注预估学习时长和难度等级。 
技能训练区：包含仪器使用(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电路焊接、PCB 设计、故障排查等实

践技能模块。每个技能单元分解为步骤化指导视频(含特写镜头)、虚拟仿真操作平台、常见错误案例和安

全注意事项。特别设置“每日技能特训”板块，每周轮换一项重点技能进行强化训练，模仿超市的“促销

商品区”概念。 
项目应用区：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如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电源电路设计、传感器网络等)整合跨模块知

识。每个项目单元提供项目背景书、任务分解指南、参考解决方案和扩展思考题，并明确标注所涉及的

基础理论区和技能训练区内容，形成知识网络超链接。 
扩展资源区：建设新技术追踪、行业标准库、名匠讲座集锦、技能竞赛题库等拓展性资源。特别设

置“本周推荐”栏目，定期推送精选内容，维持资源新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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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源采用超市货架式可视化管理系统，每个资源包标注明确的“信息标签”：包括资源类型(视
频/文档/工具)、预计学习时长、难度等级(1~5 星)、关联知识点及最新更新日期。参照超市库存管理原则，

每学期初进行资源盘点，淘汰过时内容，补充新资源，保持 30%内容更新率。 

5.2. 模块化课程结构设计 

借鉴超市商品的大分类、中分类、小分类和单品四个层次结构，电工电子技术课程采用“模块–单

元–主题–知识点”的四级树状结构进行系统化设计(见表 2)。这种分层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知

识框架，如同超市的分区引导顾客高效找到所需商品。 
课程模块划分：按照电工电子技术的知识领域划分为基础模块、核心模块和拓展模块三大类，类似

超市将商品分为食品、日用品和家电等大分类。基础模块包含电路基础、电子元件和测量技术；核心模

块涵盖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和电力电子基础；拓展模块包括单片机入门、电子系统设计和行业

应用专题。每个模块入口设置显着的“导视牌”，明确说明该模块的学习目标、前置知识要求和典型应

用场景。 
学习单元衔接：每个模块下设若干单元，单元间采用“关联商品相邻摆放”的逻辑，形成自然的知

识过渡。如模拟电子技术模块中，二极管及其应用→晶体管原理→放大器基础→反馈电路，形成连贯的

知识链条。单元设计参考超市“动线规划”原则，前导单元输出为后续单元输入，避免知识跳跃，重要单

元设置“交叉路口”式提醒，标注与其他模块的关联点。 
主题粒度控制：每个单元分解为适度规模的学习主题，模仿超市商品的小分类，确保每个主题可在

1~2 个学时内完成。例如“晶体管原理”单元分为：PN 结特性→BJT 结构和工作原理→BJT 特性曲线→

晶体管参数四个主题。主题设计遵循“单品管理”理念，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评估标准和独立完成性，

学生可根据掌握情况选择性学习某些主题。 
知识点包装：每个知识点借鉴超市商品包装策略，设计吸引学习者的表现形式。理论性知识点采用

“问题标签”(如“为什么需要偏置电路？”)，实践知识点采用“任务卡”形式(如“用示波器测量放大倍

数”)，应用性知识点采用“场景卡片”(如“智能家居中的光控电路”)。每个知识点提供多种“规格包

装”：简明版(核心结论)、标准版(推导过程)和豪华版(扩展应用)，满足不同学习者需求。 
 
Table 2. Course module structure and supermarket zone 
表 2. 课程模块结构与超市分区对照表 

超市分区原则 课程结构应用 实施要点 

大分类(不超过 10 类) 基础模块、核心模块、拓展模块 控制顶层模块数量，明确区分 

中分类(用途划分) 各模块下的学习单元 按知识功能划分，保持逻辑连贯 

小分类(规格划分) 单元内的学习主题 细化知识成分，适度规模 

单品(独立商品) 具体知识点或技能点 完整独立，多种表现形式 

促销堆头(显眼位置) 重点难点专题 特殊标识，额外资源支持 

关联商品相邻摆放 前置知识与后续内容关联 明确标注知识链接 

5.3. 教学实施路径设计 

借鉴超市精心设计的顾客动线和商品摆放策略，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实施需要构建科学的学习

路径，引导学生在知识获取过程中自然流畅地进阶。超市通过分析顾客购物习惯设计行走路线，同样原

理可应用于规划学生的学习旅程(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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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路径规划：设计“必修主线 + 选修支线”的弹性路径网络。必修主线按照“基础理论→核心技

能→综合应用”的递进关系排列，类似超市将日常必需品沿主通道摆放。选修支线包括“竞赛提升路径”、

“项目开发路径”和“理论研究路径”等，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如同超市侧货架摆放的特色商品。每条

路径明确标注“里程标志”(学习里程碑)和预计完成时间，帮助学生规划学习进度。 
知识曝光策略：模仿超市将高需求商品摆放在显眼位置的做法，将课程重点难点内容设计为多路径

必经节点，确保充分“曝光”。同时采用“关联推荐”机制，在学习一个知识点后，系统智能推荐相关内

容(如“学习了放大电路的学员也学习了滤波器设计”)，提高知识获取效率。每周设置“本周精选”知识

单元，集中资源进行多角度解析，强化学习效果。 
难度梯度控制：参照超市按商品价格和需求频率分区的原则，将课程内容分为三个难度层级。入口

级内容(如基本概念、认知性实验)设置在课程前期，保证 85%以上通过率，建立学习信心；核心级内容(如
典型电路分析、基础设计)作为课程主体，提供充分练习机会；挑战级内容(如系统优化、创新设计)供学

有余力者探索，类似超市的高端商品区。各层级间设置平缓过渡，避免“难度悬崖”。 
混合式学习安排：结合超市线上线下融合策略，采用“线上资源学习 + 线下实践验证 + 虚拟仿真

训练”的三元结构。线上学习资源模仿超市“自助购物”模式，学生可自主安排学习节奏；线下实验课则

相当于超市的“体验区”，提供亲手操作机会；虚拟仿真平台作为补充，实现“24 小时营业”的学习支

持。三种形式按 3:4:3 比例分配，形成完整学习闭环。 
 
Table 3. Teaching path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market traffic flow design 
表 3. 教学路径实施与超市动线设计对照表 

超市动线策略 教学实施应用 具体操作方法 

主通道设计 必修知识主线 构建清晰的核心知识链条 

次通道规划 选修专题支线 提供个性化学习选择 

高频商品靠近入口 前置基础内容 课程开始安排高通过率单元 

促销堆头吸引注意 重点难点强化 对关键知识多形式解析 

季节性商品轮换 专题更新机制 每学期更新 30%案例和项目 

交叉促销展示 知识关联提示 明确标注内容前置和后续关系 

自助购物体验 在线学习平台 提供灵活的学习资源获取 

6. 结语 

新零售不仅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更代表了一种系统性的经济变革思维。将其核心策略和经济学

内涵迁移应用到职业教育课程重构中，能够帮助我们突破传统课程模式的局限，构建更加适应数字经济

时代要求的课程体系。这种迁移应用不是简单的概念套用，而是深层次的理念借鉴和结构重组。 
未来，随着新零售业态的持续演进，其对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启示价值还将不断丰富。教育工作者

需要保持对新零售发展的持续关注，动态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真正适应新零售经济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同时，也要注意教育的独特规律，避免简单照搬商业逻辑，而是找到教育价值与经济规

律的最佳结合点，实现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最大化。 
正如新零售正在重塑商业世界的格局，借鉴其精髓的职业教育课程重构也将重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

养模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最终实现“让每个学习者都能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服

务”这一教育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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