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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本計畫名稱為 ｢數據科技時代下的翻轉行銷對行銷學習成效之影響｣。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本計畫之實施課程為經營管理 2 跨域學程(代號 UX56)之 ｢跨域社會：行銷管理｣ 課程 (代號

Y346)。授課教師為林郁翔。 

參、 前言 

行銷類課程的教學，主要是透過理論和個案的詮釋，協助學生掌握行銷管理的理論內涵，透過對

個案的理解內化知識，最終建立一套行銷管理的系統架構思維。行銷管理的主要教學目的，是讓學生

畢業後，能在行銷方面的工作岡位上，對企業或顧客進行有效的行銷溝通活動，協助將公司的產品銷

售出去。然而，近年來，有許多因素會影響行銷課程的教學成效。首先，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學生的

學習意願普遍越來越低落，其對投入行銷學習的熱誠與努力，都相對降低，連帶影響課程設定培育具

備行銷專業知能人才的目標，如何提升學生學習熱誠，達成課程設定目標，非常重要。 

第二，坊間的行銷管理教科書，平均每本多達四、五百頁，且普遍多以文字敘述行銷理論，容易

使得同學們於學習過程，常常不自覺陷入行銷管理浩瀚的書海，導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無法從宏

觀角度釐清行銷管理的整體流程，或各行銷管理章節架構，建立一套行銷管理系統觀。如何讓同學能

於學習的過程，同時兼具宏觀與微觀思維，並有系統的建立行銷管理的整體知識體系和架構，是一大

挑戰。 

第三，國際環境詭譎多變 (如國際政治力影響) 已大幅地影響企業在行銷管理方面的運作 (如中

美貿易戰)。然而，目前教科書使用的案例，有許多過於陳舊不符時代趨勢，且亦缺乏國際環境變化

影響下的相關行銷個案，顯見擴充在國際環境趨勢下衍生的新行銷管理個案實務，有其必要性。  

綜上所述，本計畫之目的在於：1.利用架構圖的呈現方式，將行銷管理流程以及各章節行銷概念

架構化，讓同學能夠建立行銷管理的宏觀架構思維，有利建構自己的行銷管理知識系統。2.補充在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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譎多變的國際行銷和科技變革環境，影響行銷管理發展的個案探討，讓行銷管理的內容和教學能與時

俱進。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 計畫特色 

    此計畫與傳統教材之差異處與創新處有二。第一，由於行銷理論眾多，常使同學們上課過程看山

是山，看水是水，常不得行銷管理之全貌。故本計畫之重點在於將所有行銷管理理論均予以架構化(劃

樹狀圖)；最後，將行銷管理各章節內許多概念用圖形呈現(如流程圖)。透過圖像方式，幫助同學快速

理解行銷管理整體的和各別重要概念的系統架構(骨架)，再輔以理論的詮釋與個案的補充講解(內

涵)，提升學習成效。第二，因應國際環境變化，新增相應之行銷實務個案，以協助同學對於行銷觀

念的學習，能夠與時俱進。   

二、 具體內容 

(一) 課程教學執行架構 

本計畫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在進行行銷管理課程教學時，改變過去傳統教學方法，以改良出一

個可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教學教法。申請人規劃要執行的內容與方法，如圖一所示。 

 

圖一 課程教學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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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教學教法設定的目標，申請人須於教學準備過程中：(1)繪製行銷管理宏觀的系統架構

圖(如下圖二)、各別行銷管理章節架構圖，以及章節中的重要觀念圖(如下圖三至十五)，(2)蒐集及撰

寫因應國際詭譎多變的環境下，行銷理論相關之個案教材(如下圖十六至三十五)。 

 

圖二 行銷管理流程圖 

 

圖三 行銷觀念、行銷學派與思潮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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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行銷策略規劃與管理程序架構

 

圖五 產品市場擴張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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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行銷研究程序 

 

圖七 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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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消費者購買行為 

 圖九 市場區隔與目標市場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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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定位與產品生命週期

 

圖十一 產品策略與品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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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定價策略

圖十三 行銷通路與批發零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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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整合行銷溝通

圖十五 服務業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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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充與撰寫行銷個案方面，申請人分別於各章節內，補充國內外時事，或經典個案，作為解

釋行銷管理因應時局變化或行銷實務定義與個案解釋。申請人舉三個例子做說明。首先，申請人於

第一章談行銷概論時，描述行銷管理因應資訊科技改變而促使行銷思維改變之實務觀點，如下圖十

五和圖十六。 

 

圖十六 IT 時代到數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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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精準行銷相關就業職缺與需具備能力 

第二章提到行銷策略擬定，需評估詭譎多變的國際環境來做因應。故申請人補充近來中美貿易

戰的傷害與相關歷史回顧。詳見下圖十七到圖二十三。 

 

圖十八  川普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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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個案探討 

 

圖二十 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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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1980 年代美國經濟情況 

 

圖二十二 廣場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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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中國經濟現狀是日本 2.0？ 

 

圖二十四 中日國家經濟條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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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例子，申情人於第二章提到行銷策略之基本觀念時，申請人除了描述定義之外，並採用

中國之著名歷史典故隆中對和空城計影片，供同學欣賞同時，思考苦人智慧，並從中了解戰略、戰

術、戰技之差異。請參閱下圖二十四到圖三十四。 

 

圖二十五 戰略、戰術、戰技定義 

 

圖二十六 戰略實例影片：隆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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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戰略實例：隆中對原文 

 

圖二十八 戰略實例：隆中對中的使命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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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 戰略實例：隆中對中的競爭者分析 

 

圖三十 戰略實例：隆中對中的外在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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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 戰略實例：隆中對中的內在環境分析 

 

圖三十二  戰略實例：隆中對中的短中長期目標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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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 戰術實例影片：空城計 

 

圖三十四 戰術實例影片：空城計之競爭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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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 戰術實例影片：空城計 

在教學過程中，申請人會事先提供學生各章節的行銷管理架構圖，讓同學先有一個宏觀的思維，

不會產生見樹不見林的問題。接著從微觀思維進行課程講授，鉅細靡遺講解理論思維，再搭配行銷

個案教學，針對實務個案中面臨的行銷問題進行個案分組研討，並邀請同學上台報告。透過期中和

期末考，以及 TIMS 證照考試，來評估學生學習情況和表現。爾後，針對課程缺失或學習成效不足

之處，進行課程教授方法和課程講義的修正，已持續改善同學學習成效。 

(二) 課程實施可能遭遇之挑戰 

此計畫執行時，可能會遭遇幾個挑戰。第一，過去同學們在個案討論時，常會有許多的同學用應

付的心態回答問題，顯見他們並未認真研討或對問題並未進行深度的思考。原因可能是同學對個案不

感興趣或不太想動腦。為增加誘因，(1)申請人採競賽評分方式，依學生表現給予評分，以鼓勵同學認

真回答。(2)再者，為提升同學的思考能力，課程教材 PPT 會區分為課前 PPT 和課後 PPT。故同學於

上課前可下載課前 PPT，先行瀏覽預定會討論的問題，經過認真思考後，於課後，他們可拿到課後

PPT 提供的解答，以了解自己的不足，提升完整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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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同學們於課輔系統下載 PPT 講義意願低落。故為鼓勵同學下載 PPT，或至少上課時能利用

平板、手機瀏覽 PPT，以求下載次數增加，類似前面做法，申請人會於課前 PPT 撰寫許多個案和問題，

若有同學事先準備，並回答正確者給予加分，以刺激與鼓勵同學下載 PPT 或課前瀏覽 PPT。 

第三，同學們考證照的意願不高。申請人會鼓勵同學從就業層面來思考，說服他們考取證照對行

銷方面的就業工作會有幫助。另外，我也會用加分方式，鼓勵同學報考，並依照考取成績來給予不同

程度的加分。 

第四，現在有許多的學生上課缺席，理由有許多種，但事實上，大多數是缺乏學習意願或興趣。

為改善此一狀況，申請人會定期點名或課堂主動分享意見給予加分，以增加同學上課出席的誘因，另

外，想辦法讓課程更生動有趣。此外，缺席的同學仍能於課輔系統取得完整的上課教材，使得他能自

行閱讀。 

(三) 改善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教學品質做法 

為解決可能遭遇問題，申請人採取參與式觀察法（如下圖所示），在教學進行中，不斷參考同學

反應，並進行修正。在同學參與課程的同時，包括個案研討情形和實際報告過程，觀察每位同學的反

應，每週不斷自我反思後，進行修正，以調整出最佳的鼓勵、協助同學提升學習成效。 

 

圖二  行動研究概念 

在學習成效改善方面，在計畫執行期間及執行後，申請人除了透過課堂觀察同學參與個案研討情

形，以及報告表現之外，亦採用前述期中、期末考成績、個案研討作業，以及 TIMS 證照成績。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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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亦會於課堂授課期間，詢問同學對於教學之意見，並鼓勵同學利用課輔系統表達對於課程教學

之意見，以利提升同學學習成效。具體而言，申請人會以下列幾個方式來進行檢核學習成效改善情形：

(1)學生進行個案討論之表現、(2)學生課輔系統教材下載比率、(3)期中考成績、(4)期末考成績。而在

課程品質改善方面，申請人會以下列幾個方式來進行評核：(1)課堂上課與學生互動情形、(2)學生進

行個案討論之情形、(3)學生缺課數和(4)教學評量等。 

伍、實施成效（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 

(一) 學習成效改善 

在實施成效方面，首先，申請人就學習成效改善方面，調查(1)學生進行個案討論之表現。相較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學生個案探討整體表現而言，本學期課堂間進行的個案討論，採用團隊競賽方

式和學生表現評分機制，的確增加學生個案探討之表現。為(2)提升同學上課輔系統下載教材，申請人

將個案討論之問題與解答，呈現於線上教材上。故如下圖三顯示，與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比較，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學生課輔系統下載教材次數有明顯提升。具體而言，學生下載 PPT 比率，從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 1.3%~17.5%，提升到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 7.1%~23.8%。然而，儘管次數看起來

並不高，但由於資訊科技的便利，學生可能藉由智慧型手機各種社群媒介的分享功能，分享上課教材，

使得下載次數遠低於班上選課人數。 

在學生(3)期中考和(4)期末考之成績評量方面，調查顯示，相較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銷管理

期中考和期末考的平均分(標準差)分別為 62.22(12.52)和 74.78(11.27)，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銷管理

期中考和期末考的平均分(標準差)分別為 68.28(11.85)和 76.89(10.96)。此結果顯示經過課程教材和教

學方法之改善，同學們的學習成效有長足進步。 

(二) 課程品質改善 

在課程品質改善方面，申請人檢視本學期與上學期之(1)課堂上課與學生互動情形和(2)個案討論

情形，發現透過教材之改善，與評量方式之修正，同學們上課之專注程度與同學間討論互動品質越來

越高，且討論內容之成效亦大幅提升。主要原因可能是同學們均感到課程內容有趣，以及課堂內容與

自身未來發展有關，故學生之課堂參與品質提高。在(3)學生缺課數方面，申請人根據附件二和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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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缺課時數調查顯示，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有 74 位同學修課，整學期總缺課數共 123 節；而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有 82 位同學修課，整學期總缺課數共 61 節。此結果顯示上課內容和評

量方式的逐步調整收到成效。最後，在(4)教學評量方面，申請人比較不同學期之學生對申請人之

教學評量顯示，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企系 2A)學生給予申請人之教學評量為 87.8 分，107 學

年度第二學期(跨域領域班級)學生給予申請人之教學評量為 88.4 分，稍有進步。 

伍、 結論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 1.將行銷管理流程以及各章節行銷概念架構化，讓同學能夠建立行銷管理的宏

觀架構思維，有利建構自己的行銷管理知識系統。2.補充在詭譎多變的國際行銷和科技變革環境下，

影響行銷管理發展的個案探討，讓行銷管理的內容和教學能與時俱進。執行結果顯示，申請人繪製行

銷管理架構和各章節內容架構，透過圖像方式，的確能有效幫助同學快速理解行銷管理整體的和各別

重要概念的系統架構(骨架)，再輔以理論的詮釋與個案的補充講解(內涵)，提升學習成效。再者，因

應國際行銷和資訊科技變革的環境，提供新的行銷實務個案和經典個案，能協助同學們瞭解行銷最新

趨勢，與時俱進，以及透過個案詮釋，使同學們更內化行銷理論知識意涵。 

    在學習成效改善方面，經調查顯示，同學們的課堂個案討論表現、課輔系統教材下載比率、期中

末考試成績均有提升。而在課程品質改善方面，同學們課堂參與及互動品質、個案報告品質和教學評

量均有改善，且學生缺課數亦大幅下降。 

陸、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有關計畫活動執行情形，如下圖所示。 

柒、 附件 

附件一：行銷管理課程學生下載課程講義PPT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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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照片原始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