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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策略研究
辛莹莹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天水   741000）

1、案例教学实现价值引领

通过深入梳理教学内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选择具体时
代性的、学生感兴趣的热点内容纳入教学素材。所选案例要能
够精准对应并有效融入相应的知识点，实现借助案例对单个知
识点的透彻讲解以及对学生思想道德的价值引领。以市场营销
外部环境分析为例。影响企业的外部营销环境因素包括：人口、
经济、自然、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

在人口环境方面，国家提出了“经济内循环”的概念，在
保持出口商品、换取外汇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充分
发挥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进一步激活国内市场的消费需
求和消费动力。这一决策依托于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体量，从
而构成了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通过对这一概念的介绍，不仅
能够让学生理解人口对营销环境的影响，还能引导学生了解国
情，积极关注国家发展策略。

在经济环境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通过课前布置任务，让学生回忆并总结家
庭消费的变化，亲身体验经济发展给家庭带来的幸福感，加深
对国家经济发展、国与家的关系的认知。

在自然环境方面，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扶贫产业，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优
势，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游等多种特色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还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探索出了新的路径。通过让学
生介绍家乡的特色产业，了解扶贫经济怎样将自然环境从劣势
转化为优势，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怀。

在政治法律环境方面，今年春天 H&M 集团以“强迫劳动
为借口”，提出了一份要求拒绝使用并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
一时间引起了轩然大波。BCI 作为一个行业协会，宣称新疆地
区存在“强制劳动”，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其背后真正的
原因是美国政府为获取政治利益而对涉疆议题的炒作和污蔑。
通过对新疆棉花事件的深入分析，让学生了解我国面临的国际
营销环境。

在科学技术环境方面，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追捧。在高铁、核电、通信等领域，中国
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通过讲
解这些依靠科技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案例，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故宫成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新晋“网
红”，故宫文创产品连续几年销售额超过十亿。文创产品既能
让传统文化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又能让消费者在使用的过程中
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通过对故宫文创的案例分析，激发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引导学生加深文化认同、增强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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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对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有机融入、润物无声的要求。针对当前《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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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中指出，“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深入
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式和价值理
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
声的育人效果”。[1] 当前《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教学中，专业
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融合方面 , 仍然普遍存在一些问题 , 例如 : 案
例陈旧缺乏吸引力、课程思政融入较为生硬、学生实践能力体
现不充分等。想要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中更好地融入思政元素 ,
实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教学案例的选择上，要与时俱进，突出中国特色
和现实意义。市场营销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初，中国在改革开
放之后将其引入国内。与理论知识相匹配的，还有一系列经典
的国外营销案例。这些案例固然有其鲜明的代表性和独特的价
值所在，然而对于当下 00 后学生群体热衷于关注新鲜事物、
潮流热点的学情特点来说，不免稍显陈旧。同时，《市场营销》
作为一门学科，其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几乎是同步的。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
飞速发展，市场营销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
在教学案例的选择上，就要格外关注近几年来比较新的、关注
度高的热点问题，在思政元素的诠释上要能体现中国特色和时
代精神，要能讲好中国故事，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融合上，要找好融入点，
避免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简单叠加。在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
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是梳理出每个章节在课程思政方面的
价值体现，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营销案例赋予一定的价值传递。
这种做法往往侧重于“融入什么”，而对于“如何融入”并没
有给出较为可行的路径，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略显生硬，
达不到水乳交融、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想要做到课程思政与
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就要格外关注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相
关性，要挖掘案例本身的多重属性，既要有助于学生理解、掌
握专业知识，又要有助于学生加强、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对专
业课程上思政元素的解读不能生搬硬套、牵强附会，要让学生
自然而然的接受这就是课程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附加的内容。

第三，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不仅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的
兴趣，还要能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市场营销》是一门实用
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市场营销》课程在教学环节上也
要注重培养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及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在课堂教学中，选择时政热点话
题作为案例，可以与学生产生共鸣，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的积极性。同时，在对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政元素的
学习过程中，也能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
通过资料搜集、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情境模拟等多元化的方
式提高学生的参与感，促进学生对知识和能力的掌握。在引导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培养学生的专
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又能激发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早日实现“中
国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本文立足于教学实践，试从案例教学、
专题研讨和项目实训三个方面，结合最新热点案例对《市场营
销》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策略做出简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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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题研讨启发多元思考

根据与课程的关联程度，选择公众关注度高、讨论范围广
的热点话题，进行专题形式的研究讨论。以“鸿星尔克为河南
灾区捐款”为例。今年夏天，河南地区遭遇了罕见持续强降水
导致严重内涝，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都造成了严
重的损害。全国人民和各地企业纷纷捐款捐物，助力灾区人民
早日渡过难关。其中，一个几乎被大家遗忘的国货品牌“鸿星
尔克”一夜之间突出重围，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并随之
引发了一股“鸿星尔克”抢购热潮。面对网友突如其来的热情，
企业负责人吴荣照特意通过直播和视频的形式表示了感谢。

这一热点事件，不仅表现出了企业和国民的拳拳爱国之心，
同时也可以依据市场营销的课程内容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
析。无论是第一时间拿出高额捐款，还是吴荣照“有国才有家”
的发言，都体现出了“鸿星尔克”这一中国品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广大网民热情抢购“鸿星尔克”的产品，线上商品断货
脱销，线下门店扔钱就跑，这是消费行为中道德因素驱动的结
果。面对“激情消费”、“野性消费”的呼声，企业负责人不
断强调要理性消费，并恳请消费者不要对同行造成困扰，可见
正确消费观念和良性竞争理念的重要性。“鸿星尔克”作为一
个颇有国民度的运动品牌，早年曾以物美价廉受到年轻人的追
捧。然而在各种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进驻中国后，许多国货品
牌日渐没落，这反应了国内企业普遍缺乏对品牌的赋值和运营。
这些品牌大多退守至三四线城市，以优质低价、薄利多销吸引
消费者，这又涉及了产品的市场定位问题。

通过对热点事件的专题研讨，引导学生围绕一个事件进行
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和思考，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多个知识点、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思辨能力。同时，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
者、亲历者、参与者，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主动性都充分被
调动起来，在研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提升了爱国热情，理解了
企业要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树立了理性消费和良性竞争
的正确观念，明白了品牌价值、市场定位的重要性，既完成了
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运用，又实现了对情感价值的引领和熏陶。

3、项目实训提升职业素养

以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为出发点，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训
项目，对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进行训练。
以市场营销内部环境分析为例。一个企业的营销环境内部因素
有供应商、中间商、竞争者、顾客及公众。企业经营不仅要适
应外部营销环境，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当外部环
境发生变化时，企业要对内部环境要素作出积极的调整和控制，
采取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以此来促进各环境要素
向预期的方向转化，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活动空间，避
免企业丧失其市场机会。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 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
几乎所有企业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许多企业为了求生存、
求发展，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自救措施和转型探索。以现实背景
为依托，围绕“疫情期间的企业转型”这一主题，进行综合性
的项目实训。第一步，组织学生进行市场调查，了解疫情时期
宏观经济走势和行业发展现状。第二步，要求学生统计营销数
据，具体分析企业因疫情带来的损失和困境。第三步，搜集竞
争对手的应对措施，以及疫情影响下消费者消费理念和消费习
惯的变化，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第四步，模拟企业内部会议，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头脑风暴练习，探讨企业当前可以通过哪些
措施进行转型自救。第五步，将会议内容整理总结为报告形式，
由小组代表进行统一汇报。其他班级成员以股东的身份听取汇
报，并围绕报告内容的风险及可行性提出质疑、展开辩论。

通过对项目实训的逐步实施，引导学生运用所学营销知识
分析企业内外环境，从而为企业的营销决策提供建议，促使学
生在实践中进一步消化、巩固知识点，构建专业知识体系，帮
助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专业技
能和职业素养。学生在参与这些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的实
训项目时，也能深刻感受到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激发学生发扬爱国情怀、时代精神，鼓励学生关注现实，脚踏
实地、艰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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