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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市场营销重点专业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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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概述了市场营销专业和高职院校的重点专业建设。其次，本文详细分析了市场营销专业作为重
点专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过于重视理论教学占比；实习层面投入不足，实习企业质量不好；
实习与就业脱节，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外脑”引入不足，无法与时俱进。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提
升市场营销专业建设水平的措施，包括：适度调解理论教学比重，增加实践实习占比；提高标准，甄选好
实习企业；实习联系就业，尝试建立长期稳定的就业渠道；借助“外脑”实现营销理论与实践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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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所在院校的师资力量、设施配备、实验实习资源、

课程科目基础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也就是说重点专业的

建设不是无本之木，也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范围、有

限制、有基础地实施的。高职院校的建设必然要依靠其

所在院校、所在地区行业发展、所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的基础上实施的建设行为。

2  市场营销专业作为重点专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2.1 过于重视理论教学占比
营销重点专业的建设，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首先是

完善教学体系和环节，实现闭合循环，课程及实践实习

的完善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考核项，是值得和可行

性很强的一项工作。需要意识到市场营销专业是一项实

践性非常强的岗位工作，建设营销这个重点专业不仅要

从理论课入手，更需要从实习实验的实际操作入手。人

类的认知往往都是实践为先，然后去理论总结实际经验，

而不是先学理论后实践。从人的认知过程看，理论教学

可以实现简单的认知，在教学效果上无法使学生身临其

境，真情实感地锻炼、磨练出营销工作的经验与感悟。

因此，很多院校将重点专业的建设认知为理论课程的构

建，而且比重比较高，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其忽视了

市场营销专业自身的特点，忽视了营销人才的核心竞争

力是实际操作能力，忽视了企业对营销人才的需要是上

场不慌、能说会道、能够处理实际问题，而不是专业理

论能力的高低及会不会做题。

2.2 实习层面投入不足，实习企业质量不好
实践实验是重点市场营销专业建设的一个方面，本

身十分重要，但是站在院校的角度，对于实践实验基地

的建设是不足的。这种不足体现实践实验场地准备不足，

情景场景搭建不完善，实践课程的数量配建不足；也体

现在实践课程与实习环节的构建不完善、不充分，效果

差强人意。高职院校在实践环节没有能够找到质量比较

好的实习单位，究其根源是对实习环节不重视，没有将

以往的实习公司资源加以整合管理，挑选质量好的实习

单位留存备用，而是随时有用工需要的企业联系就派学

生去实习，也没有关注实习单位的质量，认为实习单位

的质量是无法控制的。从这个角度说，实习公司的质量

营销是企业正常经营业务闭合循环不可缺少的一环，

其衔接消费者，是实现销售的必然环节，决定着企业经

营的成败。高职院校被称为最贴近企业需求的就业者培

养基地，很多高职院校针对于学生就业制定了重点专业

作为学校发展与学生就业的支撑，市场营销专业就是其

中之一。

1  市场营销专业概述

1.1 市场营销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是高职院校普遍建设的专业，该专业

包括营销行为的人、财、物等各方面营销体系正常实施

的教学，其中与消费者沟通、营销策略的运用、模型分

析是重点讲授的部分。由于市场对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

生需求很多，学校又具有该学科建设的一定基础，因此

很多高职院校都将市场营销专业定义为重点专业进行建

设，从而在教师配比、课程拓展、课程深度、实践实习

等方面都加强了投入。从世界范围看，很多富豪都是营

销起家，例如，世界上最伟大的销售员——乔·吉拉德

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当今的营销理念与营销方式层出

不穷，日新月异，人类的智慧在这方面充分地体现出来。

1.2 重点专业建设
根据教育部公开信息统计，截止 2019年 5月，全国

有 200所国家示范及骨干高职院校有财政支持建设的重
点专业。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在全国高职院校中

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其选拔目的是为了全面提升高职院

校的教学水平，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打造中国高职院校

的职业品牌，培养国家需要的蓝领工人，被称为“高职

211”即“百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程”。这些国
家示范性高校和重点专业的建设将取得国家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的支持，特别是重点专业的建设将在教师配备与

培训及教学实验实训条件方面给与重点关注。同时以专

业建设为起点，拓展培养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支撑

重点专业的建设。同时，在国家教育部委的重点关注下

针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与完善、创新，并加大

力量、增加投入。

从重点专业本身看，其不是单独提出并独立存在的，

其是依附于国家示范院校而存在的，其建设思路是现有

国家师范院校要有重点专业，因此在建设思路上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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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控制，但其可以挑选，这是很多高职院校所忽略的。

2.3 实习与就业脱节，没有形成良性循环
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必须瞄准就业目标。市场营销专

业作为重点专业其培养学生的方向也是帮助其掌握必要

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最终实现就业。但存在一个重

要的方面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实习与就业的关系。高职

院校往往将实习作为完成专业课程的一环，而未能与学

生就业联系起来。现在说靶向治疗、精准扶贫都是在讲

一个目标的精准性，同理，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营销课程

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就业。按照这个思路，实习阶段不

仅仅是营销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应该是衔接课程

与就业的一个关节环节与契合点，其作用包括：一方面，

实习环节衔接就业环节，院校对接企业，在课程与教学

方面更侧重于企业实际需要；另一方面，让企业了解学

校与学生，将企业的需求反馈到院校、教师、学生，从

学生的角度了解今后其想要登上这个工作岗位需要现在

做哪些功课。由于实习与就业环节脱节，导致院校与学

生都无法享受相互的资源与讯息，造成就业环节的阻塞。

2.4 “外脑”引入不足，无法与时俱进
根据教师的聘任制度看，其全部是长期合同，在这

种情况下教师队伍稳定有利于教学的良性向好。但从另

一方面讲，教师的知识结构即使通过培训不断更新，也

是始终落后于现实的。由于教师与市场上的营销岗位信

息及资讯缺少链接，也不具备链接的条件，因此对于营

销的最新方式、方法、策略、应用是滞后的，无法与时

俱进。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又未能及时引入“外

脑”，导致院校中没有相应的资源使营销知识及讯息与时

俱进。

3  提升市场营销专业建设水平的措施

3.1 适度调解理论教学比重，增加实践实习占比
市场营销专业是以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重点

市场营销专业的建设特点不应该体现在理论课程方面，

而应该体现在实践实习阶段。通过制定更多的实践实习

课程，将实习更多地融入到营销课程之中，促进理论与

实践的相结合，实现实践将理论升华；通过实践实习消

化理论知识，并通过实习促进学生对于实践性营销岗位

的理解与经验的积累，更加贴近就业的需要。在课程的

配比上可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多频次、多角度交叉的方

式，例如，“理论课程—实践实习—理论课程—实践实习”

的方式，通过这种交叉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相融合。理论

课程也不能只顾自己，而是要协同与实践实习，不能答

非所问，必须要有的放矢。

3.2 提高标准，甄选好实习企业
实习单位的选择很重要。市场营销专业是一项实践

性非常强的专业，营销人才的培养需要学习与实践相互

交叉实施，从而达到在学习中领悟，在领悟中再学习。

培养营销人才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实践实习，学生走上

营销岗位，去领悟营销岗位的实际工作，去消化课堂上

学习的理论知识。通过精挑细选实习企业，分析其各个

营销岗位的特点与具体内容，并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

调整市场营销专业的课程内容，以切实贴近营销岗位的

实际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并在技能训练方面借助实习岗

位的实际情况加以结合，促使学生更容易达到岗位需求。

与质量优良的实习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提升营销岗

位实习效果。

3.3 实习联系就业，尝试建立长期稳定的就业
渠道
实习是课程必不可少的过程、环节。院校通过企业，

将实习与就业联系起来，在实践中通过为企业定制人才，

既能建立长期稳定的实习渠道，又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

就业渠道，解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实现院校与企业

的双赢。

3.4 借助“外脑”实现营销理论与实践的与时
俱进
市场营销专业作为高职院校的重点专业，其建设的

标准不仅需要师资、课程、实践、实习的优化，更重要

的是理念的更新，及时地更新，确保教师和学生能够接

触到市场营销专业的新知识、新讯息，眼界与见识上先

人一步。只有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才能有资格

实现人才的有效培养。

总之，高职院校是企业蓝领人才的源泉，虽然在营

销重点专业的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国家引领、

行业规范、院校自身的努力一定能够战胜一定困难，实

现重点专业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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