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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探析 
郭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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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市场营销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详细阐释了人文精神、爱国主义情怀、创新精神等思政元素点与市场营销学

课堂教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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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marketing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elaborated the 

humanistic spirit，patriotism，innovative spirit and oth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marketing classroom 

teaching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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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要回归课堂教学主渠道的政治要求，开启了我国高等教

育领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 

1.市场营销学课程简介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该课程以市场营销

学为核心，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研究企业的营销行为与管理活动。

通过系统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理解企业经济活动规律及市场运行

规律的能力，能够树立以市场为出发点，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以顾客为基准的市场营销理念，能够熟知整个市场营销的活动过程，

并能熟练掌握常用的市场营销方法，与行业实际相结合，作出判断

制订市场计划，解决实际问题。与此同时，该课程能够深入挖掘知

识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强化思想政治的引领作用，通过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实地考察、情境教学等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思政元素在

引领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育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素养、

培育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

教育功能，达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协同育人的高度融合。 

2.市场营销学课程思政元素点的融入 
2.1 人文精神的融入 

人文精神起源于智者运动时期，经由产生、复兴至发展成熟。

广义的人文精神泛指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其核心在于“以人

为本”，承认并高度关注人的价值与发展，人的尊严与人格等的追求

与维护，始终将人放在首要位置。在面临重大社会结构性变革的背

景下，企业乃至个人普遍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困惑，在利益追逐与

价值追求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遭遇了迷茫期。然而教学实践使我

们认识到在对于价值的抉择中，只追求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略对于

价值的塑造与培养是错误的，市场营销的本质在于满足客户需求，

由于客户的需求是在一定环境下对于精神及物质追求的自我满足，

其产生及表现行为受到特定的人文环境影响并具有特定的人文特

征，因此，市场营销必然体现人文主义色彩，这就要求市场营销学

除了学习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外，还要培养学生对于市场营销价值的

理解与追求。市场营销学课程中所要传播的“人文精神”可以尝试

从营销活动、营销理念、营销组合、员工行为等多个层面融合。 

2.2 爱国主义情怀的融入 

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怀，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课堂是学

生基奠知识、提升素养的主阵地。在讲授营销环境时，将通过我国

抗击新冠肺炎、5G 网络建设等案例导入引导学生了解国情，增强民

族自豪感。在消费者市场分析中通过加入我国文化发展相关知识，

增强学生对四大发明、名胜古迹、唐诗、宋词等祖国灿烂文化的认

知。通过对中国知名企业案例的讲解，增强学生对民族企业的感情，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国际市场营销一章中，同时从科技、经济、

制度、文化等方面分析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地位，不仅能够拓宽

学生的国际视野，也能增强学生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2.3 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认知的融入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自信是对自

己本民族、国家、政党的自身文化的信念及信心，体现了一个民族

的凝聚力。我们国家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

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 

在市场营销环境分析章节，有两个知识点涉及到“文化”，一是

文化环境因素与市场营销，二是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教师在

教学中融入文化，通过案例分析、情景分析等方法，引导学生主动

探究文化与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营销间的关系，通过有意熏陶引导，

学生逐渐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并增强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对自身文化

的自豪感。教师可以在讲解过程中引用与时俱进的文化案例解释文

化对于营销行为的影响，在增进学生理解文化对市场营销行为影响

的同时，也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中国文化具有的独特

魅力使其能够在文化渗透力和市场潜力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教师可

以利用各种中国文化元素诸如武术、茶艺、中医中药等作为附加知

识融入课堂之中；也可以选择诸如同仁堂、故宫淘宝等例子作为文

化营销的典型案例用以课堂导入案例分析；还可以有意识地展示中

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优秀成果，提升学生对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认

知。 

2.4 创新精神的融入 

创新是指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与环境之中，提出的有别于常规或

常人思路的见解，或者说在原有的事物条件方法下进行的改进与突

破，最终可以获得一定效益的行为。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

以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是所应培养现代人具备的宝贵素质。 

创新贯穿了市场营销活动的每个环节，例如，在产品策略章节，

教师可以就产品的层次延伸问题进行动态分析：追求产品的差异化

是企业的本能，因此企业总是费尽心机地推陈出新以使自己的产品

能从众多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然而，过不多久，竞争企业的模仿

又会使得产品越来越趋于同质化，所以企业又要继续拓展寻找新的

创新源。当产品的某个层次无法支持创新的源泉时，产品的概念就

会向下一个层次延伸。而且，我们可以预判，只要同质化和差异化

的矛盾一日得不到解决，产品的层次还将继续延伸下去，这恰恰也

是产品创新的内在动力所在。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新产品的开发、

品牌的打造、营销手段的更新、广告的宣传等都离不开创意的支撑，

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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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企业家精神的融入 

高等教育的育人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专一、担当、奉

献、创新、务实等优良精神品质。价格策略、分销渠道策略等章节

在教学设计中可以选取企业家的典型案例进行教学，使学生受到企

业家人格魅力的启迪。比如华为的任正非、海尔的张瑞敏、格力的

董明珠等，这些案例不仅能够传授专业知识，并且由于都是生活中

熟知的例子因而能够与学生产生共鸣。比如市场营销课程中多个知

识点都关注到了企业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首先是营销观念的转

变。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借助这个知识点让学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精

神做出价值判断；其次是对营销微观、宏观环境的关注。教师在讲

授过程中当涉及到人口因素、技术、文化、政治、法制等环境因素

时可以有意识的强调“担当”“社会责任”等意识。最后，教师应引

导和带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类大赛，把创新创业实践与

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引导青年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奉献、担当、务

实等企业家精神。 

2.6 诚信、守法意识的融入 

“人无信不立，商不信不兴”，做人如果不诚信就没有立足之地，

经商如果不诚信，生意就一定不会兴旺。这句话深刻说明了诚信的

重要性，在市场营销活动整个过程中，要向学生强调诚信是个人及

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可以通过案例剖析加深学生的理解，培养学生

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使学生在营销中能当好参谋，指导消费，

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在工作中能做到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严守工

作纪律、保守商业机密，努力为企业、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在开

展营销活动的时候，法律是红线，坚决不能触碰。营销人员在计划

产品和市场营销方案时．必须关注这些法律政策及规定，尤其是在

网络营销中，要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营销应遵从法律法规。 

3.提高市场营销学课程思政效果的对策 
3.1 注重课程教学设计 

秉持 0BE 教育理念，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坚持“学生中

心、目标导向、持续改进”原则，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

领三个角度设置逐层进阶设置教育教学目标。以目标为起点确定教

学内本、结合学情设计教学策略、根据达成性教学评价持续改进教

学以达目标，实现目标、教学和评价的一致性，确保课程有效理念

支撑毕业要求。 

（1）设置明确的、逐层进阶的分层教学目标 

通过线上课程视频、教材和拓展阅读，让学生了解基本概念，

理解重要知识点，达到“理解”“掌握”等基本目标；通过老师引导、

学生讨论，知识点具体应用分析，提升问题分析能力和综合应用能

力，达到“应用”“分析”等高阶目标；通过社会调研、文献查阅、

课堂讨论撰写等分组任务，提升设计分析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综

合素质，达到“评价”“创造”等更高阶目标。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课前，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知识点的学习和课前“测”，老

师通过线上平台，观测到学生理解误区，以便课堂精准施教。学生

带着问题进课堂，老师课中案例“导”入，重点剖“析”重难点，

师生研讨“探”索，小组合作“展”示，实现“线上学习硬知识，

线下培养软实力”。课后，学生通过小组 ppt 展示、小论文的撰写和

线上讨论，进行思维整理，把所学新知应用起来，使知识内化于心。

由此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测-导-析-探-展-用”教学模式。 

（3）设置个性化的自我参照标准和达成性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学生个体差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设置多维度达成性

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营销体系考证的现实需求，考核中注重过程性

评价和最终考核评价相结合的成绩评定方式，激发学生更大的内驱

力。同时，让老师实时观察到学习效果，及时对教学进行修正。 

3.2 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 

不同教学阶段采用相应的任务驱动、角色扮演、小组活动、案

例分析、启发引导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在学习中

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较强的职业能力，

提高教学效果。体现本课程特色主要的教学方法如下：任务驱动教

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情景教学法。 

（1）“任务驱动”教学法 

该方法符合探究式教学模式，适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

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一个个典型“任务”的驱

动下展开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完

成一系列“任务”，从而得到清晰的思路、方法和知识的脉络，在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用计算机处理

信息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还会不断地获得成就感，可以更

大地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逐步形成一个感知心智活动的良性循环，

从而培养独立探索、勇于开拓进取的自学能力。任务驱动法要体现

“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导、学生为主体”的基本特征，以探索问

题来引导和维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2）案例教学法 

课堂教学进程的改革课堂讲授中，以相关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

为圆心，发散式地联结相关案例，案例间的横向支持，总体上形成

蜘蛛网式的讲述方式，构成思维的横向、纵向的有机扩展和连结，

有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养成。 

（3）小组讨论法 

把一个班的学生分成若干人一组的小组，教师向小组提出一定

的任务或问题，要求小组成员通过讨论，共同解决、共同完成。其

实质是以小组为形式，借小组成员之间的协作，完成特定的任务。

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赖于学生从教师的过分管束下解放出来的

自由感，但教师又必须巡回于各组之间，担负指导者和监督者的角

色，旨在改变学生讨论的性质，指导学生变“听讲”为“倾听”，变

“说话”为“交谈”，并抓住学生讨论的转折点，将讨论引向深入。 

（4）情景教学法 

以生动形象的场景，激起学生的学习情绪，连同教师的语言、

情感，教学的内容以及课堂气氛成为一个广阔的心理场，教师可凭

借学生的想象活动，把教学内容与所展示的、想象出来的生活情境

联系起来，从而为学生拓宽了深远的意境，把学生带到教学内容的

情境中，从而促使他们主动积极地投入整个学习活动，达到学生整

体和谐发展的目的。 

4.结语 
市场营销学课程在思政融合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是一

种教育教学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课程思政本身并不改变

专业课程的本来属性。教学中要结合专业伦理、学习伦理等方面的

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注重灌输与渗透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等方法的运用。在

提炼过程中，秉承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创新思维的原则，更注重

在“润物细无声”的专业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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