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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网店运营》单元设计方案

项目任务名称
订单与交易管理之

COD 模式下包裹签收率
课 时 2

上课时间 第 11周 周二 5-6 节 上课教室
电商园中润易七（浙江）

跨境电商有限公司

授课班级 20跨境电商

教学内容
· 跨境电商 COD 模式包裹运作流程

· 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包裹丢失的原因

· 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包裹签收率提升技巧

重点与难点
重点：完成捡货-出库-包装-打单-送检-上传等工作任务

难点：COD 模式下包裹被拒签的原因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接单、捡货、出单、包装、出库等流程

 了解企业库存管理、订单处理、款项支付与结算过程

 掌握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包裹签收率提升技巧

技能目标:

 通过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接单、捡货、出单、包装、出库等流程的学习培养学生

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

 通过企业库存管理、订单处理、款项支付与结算过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会根据自

身资源和环境分析进行选品，进而逐步培养学生辩证性思维的能力

 通过对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包裹签收率提升技巧的学习，培养学生运用数据分析

工具的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订单处理等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

 通过对产品打包等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中国产品品牌出海的责任和担当；

 通过“学长／学姐风采”，给学生树立榜样的力量，帮助学生理解“互利共赢”

的中国贸易观和“务实创新、精益求精”的甬商／浙商精神。

 通过接单、捡货、出单、包装、出库等流程中小组分工合作，培养学生良好的团

队协作精神。

一、课前学习任务布置（课前提供给学生的自主学习任务单，至少应包含提供给学生的学习

资源、学习目标要求、学习活动建议、学习支持、学习拓展等方面）

一、个人学习任务

1. 完成爱课程 SPOC 平台网络课程中“5.2 订单处理流程”中的学习内容;

2. 思考：

(1)如果你在后台发现你的 COD 模式下的包裹被客户拒收了，你该怎么办?

(2)如果你是跨境电商买家，你希望你收到的包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二、小组学习任务

到速卖通等平台上评论区收集买家关于包裹签收状态的评论，并整理分类，列出原因。

三、课前启化（线上完成）

课前校内专任教师通过班级钉钉群发布学习任务，学生在数字化教学平台观看教学视频

和相关教学文档，并进行针对性的练习。学生在理论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利用数字化学习平

台的讨论区发起讨论，为现场教学的实践操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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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组织安排

第一步：导（10 分钟）

通过案例导入，将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遇到的问题引出，以头脑风暴的形式完成案例分

析，教师最后总结跨境电商 COD 模式情况。

第二步：论（15 分钟）

教师精讲跨境电商 COD 模式的产生背景、使用方法、COD 模式下的订单配送与速卖通平

台常规订单配送的异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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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例分析（反面案例）、小组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对如何提高店铺 COD 模式下包裹签

收率形成自己初步观点。

速卖通店铺为什么要开通 COD模式：用中润易七公司的真实案例来比较，公司为了扩

大店铺营业额和利润率，这里可以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精益求精、务实创新”的甬商精神。

第三步：研（20 分钟）

该部分是本次课程内容的难点。老师通过发布任务了解 COD 模式下包裹被拒签的原因，

学生可以各抒己见，最后老师总结提炼卖家端如何做好 COD 模式下包裹头程时效已减少拒签

的几率。

插入“学长/学姐风采”

利用自身资源和环境资源跨境电商创业成功的案例——18电商 B班陈淑雯学姐处理订

单的经验，用学姐的故事激励学生敢于面对困难，自强不息。

第四步：训（30 分钟）

该部分是本次现场教学的重点。企业老师根据跨境电商 COD 模式的工作流程将学生分成

若干个小组，讲解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后，分组完成捡货-出库-包装-打单-送检-上传等工

作任务，每个小组企业教师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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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拣货

2. 出库

3. 打单-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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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传

第五步：评（10 分钟）

企业教师针对每组学生在操作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点评。

第六步：总结（5 分钟）

教师将跨境电商 COD 模式下包裹拒收的主要原因、解决办法、注意事项等通过思维导图

的方式在白板中进行总结。

第六七步：布置课后学习任务(3-5m)
1）教师说明学习要求，布置作业

2）教师发布任务单到课程钉钉群

三、课外拓展任务（线上学习）

课后学生通过网络课程、中国（宁波）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中国（杭州）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官网等网络学习资源，查找、解读相关政策法规、法律条款等，强化学生的知法守

法意识。

四、学生考核

本次课的评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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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课的考核分网络教学资源部分、课堂教学部分和课后作业三部分组成。具体考核要

求如下：

考核类别

与比例

考核内容

与形式
具体内容

占比

（％）
考核要求与标准

网络教学

资源部分

（35%）

课程视频
网络教学平台上的本次课的教学视

频
50 课程视频全部看完得满分，单个视频分

值平均分配，满分 100分

课程知识
网络教学平台上的本次课的知识拓

展
35 完成所有资料阅读任务

讨论 在课程网站上参与或发起讨论 15 发表或回复一个讨论 2分，满分 100分

课堂教学

部分

（50%）

考勤 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 10 迟到扣 1分、旷课扣 3分、早退扣 2分

课堂活动

参与度
课前测、小组评分、讨论等活动 35 积极发言、能提出有自己想法的观点或

认识

发言情况 成果展示发言、向老师提问等 10 主动、有自己的见解

合作学习

情况

小组分工完成情况、寻找货源情况、

提供个人建议情况等
30 善于与人合作、虚心听取和接受别人的

意见

实践操作 是否完成实践操作的两个任务 15 按平台计分计算

课后任务

（15%）
小组任务

速卖通、亚马逊等平台的好评；

如何降低独立站供应链管理的成本
100 按时提交、论证有理有据、条理性强、

论据充分

五、反思与改进(对课前学习任务效果、课堂教学组织安排、课外拓展任务安排等方面进行

小结，并提出改进意见)
本次课采用了现场教学的形式完成，现场教学需要校内教师和企业教师配合进行。现场

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现场教学能够充分发挥现场的优势，在现场由企业教师对案例、事件的亲身经历和当事

人对问题进行讲解和说明。同时，与现场企业人员进行交流，从而使学生对所涉及的热点、

难点、焦点问题有切身体会的经历，对既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学校专职教师和企业教

师共同带领学生及现场企业人员进行探讨，最后进行总结、归纳，这样必定是学生现场体验

到在教室课堂教学中无法体验到的教学效果和学习乐趣。

通过本次现场教学实施情况的总结后发现，在以后的现场教学中以下几方面问题还需进

一步完善和提高：

1、企业教师与学校专任教师的配合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企业教师实践经验丰富，但是教学经验缺乏，在实施过程中对于教学目的的把握和教学

方法的选取上需要学校专职教师深入沟通，采取更适合在校学生的教学方法。

2、教学资料的选取与课程思政元素的契合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本次现场教学中选取的案例虽然对“务实创新提升跨境电商独立站 COD 模式下包裹签收

率”这一主题的某项技能来说是典型的，但企业教师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的方式还有待

进一步完善，最终实现课程思政教育“润物无声”的境界。

教师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