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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能力培养下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 

马亮亮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34） 

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和企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能力越来越看重，市场营销是一门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的课程，
对于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对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重要性和影响学生创业能力的因素进行了简单探讨，针对市
场营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几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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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是当今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高等学院开设的

市场营销课程，是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由于该课程
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而日常教学中接触的大多为理论基础知
识，导致该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缓慢，为适应市场需求，高校应积
极对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培养出将营销知识应用与实
践、具有创业能力的人才。 

一、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重要性 
（一）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

等教育的大众化也在不断深入，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人才竞
争日益激烈，大学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顺应经济发展趋势，不断提高大学生个人的综合素质。 

（二）促进大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专业知识过

关、综合能力较强的高素质人才需求剧增，因此，高校应拓宽大学
生知识层面，传授大学生跨专业、学科、行业的相关知识，不断开
拓学生视野，教育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从多方面思考问题，培养
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对日后的创业
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大学阶段，学生的身理和心理日趋成熟，对待事物有着自己的

判断和选择，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提高
学生的文化底蕴和学习能力，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
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意义。 

（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在我国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

想，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不断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能有
效地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社会经
济的发展。 

二、影响学生创业能力的因素 
影响学生创业能力的因素众多，首先，大学生得有创业的想法，

内心渴望创业，才会有进一步的创业实践；其次，大学生应系统、
全面地掌握创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做好创业的理论知识储备，并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后，大学教师要引导学生多方位、多角度地
观察市场，熟悉市场规则，了解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培养学生的
市场洞察力；其后，可以进行一些课外实践，培养大学生的组织、
协调等经营管理能力；然后，创业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在开展创业活动时，大学生应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沟通能力、合
作能力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最后，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培
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心态，面对成功时不骄不躁，勇于面对失败，培
养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三、市场营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形式单一 
市场营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大学校园缺乏良好的实

践环境，学生学习这门课大多靠教师的“填鸭式”讲授，教条死板、
形式单一、缺乏课堂互动，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
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训和提升。 

（二）理论与实践不相适应 

大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缺乏一个将其运用于实践
的机会，使得创业成为“纸上谈兵”，理论与实践脱节，有的高校
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安排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市场调研和软
件程序练习，但这对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还远远不够。 

（三）课程体系与创业市场不协调 
目前，市场营销课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略了对大

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培养，导致课程体系与学生创业能力脱
节，且市场营销课程中的许多理论和案例已经不符合当下社会发展
的需要，难以培养出适应创新性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四、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措施 
（一）完善市场营销课程体系 
传统市场营销课程体系侧重于学生理论的认知，在市场经济发

展迅速的当下，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应将重心偏移到培养学生的能力
上来，细化教学流程，逐一教导学生该课程所需具备的技能，根据
企业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来制定教学计划，坚持课堂教学的“实践
性、实用性、创新性”，培养学生的市场营销综合业务能力。 

（二）创新教学方法和内容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的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市场经济

的发展也是瞬息万变，教师在教导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应跟上
信息化步伐，利用计算机庞大的知识储存和便捷、迅速的信息传递，
不断丰富课堂内容，对课本上的案例与知识进行更新，还可以通过
计算机的图像、音频资源，模拟市场情境，让学生通过对市场的营
销环境、人物角色、活动方案等的模拟实践，让学生在巩固基础知
识的同时，认识到实践中所需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为日后的创业实
践活动打下良好基础。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市场营销教学中，教师应摒弃“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

思想观念，积极带领学生进行市场考察、走访、问卷等活动，组织
学生不断深入市场，通过近距离的市场接触来验证课堂上所学到的
理论，通过实践来探索出一套专属自身的创业知识技能体系。 

与此同时，高校作为企业的人才储备基地，应加强与企业间的
合作与联系，高校为企业输送新鲜血液，企业为人才提供实践平台，
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校企联合。学生通过进入企业参观
学习和实际操作，可以学习和借鉴资深营销人员的丰富经验，在前
辈的指导下完成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践高效结合。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校应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开拓学

生视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系统、
全面地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专业知识能力、创业实践等能力，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导学生勇于实践，在就业形势严峻、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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