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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改革的实践探索

原兴倩　孙　颖

（烟台科技学院）

摘　要：课程思政是培育学生创新素养、实现更好地课堂效果以及实现育人目标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在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发现
存在的问题，通过多次实践教学，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考核等方面轮速如何有效进行课程思政的实践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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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literacy, achieve better classroom result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The problems are foun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onsumer behavior courses, and practice teaching are repeated. 
The practical way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r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attitud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mode,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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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者行为学课程介绍
根据课程思政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传统课堂教学改革迫在眉

睫。课程思政可不是简单的文字融合以及机械的叠加，而是形成新
的教育理念，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消费者行为学》是一门应
用型较强的课程，主要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过程以及影响整个过
程的心理和社会变量，除了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还要更加关注
如何培养学生们的学习、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思维，始终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经过长期的课程思政改革，现从教学态度、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考核等方面进行总结。

二、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改革
（一）思政融入知识体系，推进正确价值引领

本课程面向的是是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
基础，思维较为活跃，学习劲头足，对课程知识学习兴趣浓厚，但
是耐性较差，实践能力欠佳。针对此学情，努力将“教”与“研”
融合。第一，充分备课，寻找与本课程相关的交叉理论，为学生创
造更多的思考分析角度 ；第二，将“教”与“研”融合。自己的科
研成果和课程以往成果融入到课堂中，关注前沿知识，保持学生求
知欲和好奇心，重新梳理教学内容，形成新的课程框架。第三，重
视学生课堂反馈。利用学习通平台定期调查学生到反馈与评价，根
据反馈教师有针对性调整教学方法与内容，让学生最大程度到学有
所得。以德立学，引领学生价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在课程目标
设定过程中，结合课程系统化知识融入思政目标（如图 1）。

图 1 课程教学目标
（二）思政融入课程内容，探索育人育心理念
党和政府积极倡导课程思政理念，要求高校增强课程思政意

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好高校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的育人工作。但在《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的理论构建和实践
运行过程中遇到了难关。课程层面，对思政资源挖掘程度不足，教
学实践环节过于形式，教学内容需要创新 ；教师层面，思政观念稍
有消极，思政水平不高 ；学生层面，学生思想特色的复杂性把握不
到位，学生成长环境的特殊性未考虑。

针对此情况，主要从思政资源挖掘、思政元素提炼、思政模
块设计等几个方面入手来开展课程设计。思政资源挖掘，《消费者
行为学》的课程框架主要由“消 费者决策过程”、“消 费者个体和心
理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环 境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三大模
块组成，将传统维护、职业道德、价值观、心理健康调节、创新创
业等五方面的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可以提炼出理性消费、绿色消费、
中国特色消费等（见表 1）。思政元素提炼，根据课程本身的特色，
提炼出爱国情怀、文化自信、法律意识、人文精神、社会责任等要

素，转化成核心价值观具体的有效载体。思政模块设计，本课程作
为专业必修课实践性强，采取项目化教学方式，单独设计思政教育
模块，融合强化专业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如组建团队，设计文化建
设活动 ；搭建思政平台，师生共建资源库 ；进行专项训练，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开创 1 分钟开课演说环节，学生开口学思政）。

（三）思政融入案例教学，助力知识消化
《消费者行为学》传统课堂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案例教学法，

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较为抽象难以理解的相关理论，活跃气氛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是不得不承认，消费者行为涉及到心理方面的
知识较多，内容复杂，不能充分施展案例教学，案例分析从一定程
度上成为解释理论的辅助工具。在与毕业生交流的过程，有一毕业
生在食品厂工作，发现他们品牌产品包装的颜色虽然一直在变，但
是主色彩不会变，这其实就是消费者感觉的相关应用。这件事值得
思考，怎么真正做到理论与事件相结合值得思考。

在对案例教学进行改革中，实行“理解—综合—创新”三层
面循序渐进的三位一体教学案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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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内容中思政资源挖掘

小案例辅助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将班级分组，每个小组分别
布置一次不同主题的讲课任务，根据课程不同章节内容，选择十几
个知识点，小组进行选择，要求预习某一知识点，以案说理，每个
组员都需参与到案例选择与创建过程中。大小案例结合。在对知识
要求综合运用时选择大案例，对知识的系统化学习时选择小案例多
角度解释。如大家一起思考“很多广告会什么会找到名人作为代言
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就可以从所学的条件反射理论、晕轮效
应、凯尔曼态度、认知平衡理论等知识点进行解释，同时引入社会
责任的内容。将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课堂相融合。带着要求和知识
点在自己参与的创新创业实践中创建自己案例，让学生从被动验证
搜索分析案例，转化为主动实践式创建案例。

（四）思政融入教学模式，启发探索兴趣
《消费者行为学》课堂实训课时略少，无法实现提高学生实践

能力。目前几课时的实践采用的是封闭式案例教学，学生反馈比理
论课更吸引人，但是还是属于灌溉式教学，局限性比较大。

针对这一局面，采用了情景模式化教学，将理论知识转化成
实际的营销过程中的场面，学生参与性极强，在表演的过程中，提
高了学生小组协作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目前课程课内实践环节多
数时间采取封闭式案例教学方法，教师和学生寻找案例，按部就班
分析案例，尽管对理论实践结合起到作用，但离有效提高学生创新
能力和营销能力还有一定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讲还算是“灌溉式教
学”，局限性较大。对课程分模块，创造情景。如 ：假如你是一名
旅行社的销售人员，针对不同阶段的家庭（新婚家庭、二胎家庭、
空巢家庭）推荐产品，在 APP 上设计不同广告 ；假如你是一家食
品店老板，请根据消费者感觉与知觉，从店内装修、饰品摆放、产
品设置等方面进行设计自己店铺 ；假如你是一名销售人员，面对顾
客的冲动消费，你会怎么做？

（五）思政融入考核方式，梳理创新素养导向
考核方式和内容是学生最关心的部分，也是教学重要环节。

在提高学生创新素养方面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闭卷考试作为传统
考核方式，更多地是让学生被动记忆，缺少引导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

因此，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必须改革。课程考核内容分为“理

论能力 + 实践能力 + 创新能力”，不同内容的考核方式和所占比重
也不同，最后综合得出学生最终成绩。

理论能力的考核形式是笔试和课后作业 ；笔试试题中主观题
的分值有所增加，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比重偏大，设置题目中融入
思政，如“谈谈对疫情下的消费行为的看法”“基于文化自信的国
潮品牌建设探析”“网贷、校园贷的危害”等 ；课后题均为开放性
题目，需要学生自行多渠道查找材料，发表自己的观点，如“面对
餐厅浪费现象，提出有效对策”“如何更好满足 Z 时代的消费需求”。
评分依据更多地依据学生对知识点的的思考以及创新度。实践能力
的考核方式采用课堂提问、讨论、小组作业、“一分钟”演说等，
主要对学生的表达能力、协作能力进行考核。创新能力目前主要以
专业期刊或著作阅读新得为主要考核形式，积极引导学生主持创新
项目、参与教师的教科研项目等，以后这也是创新能力的考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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