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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配置优化市场营销教研策略研究

李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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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市场营销是一门实践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对师资配置的要求较高，日新月
异的数字时代则对师资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市场营销教研中存在实践教学模式单一、实训课程
未成体系、师资教研队伍配置失衡、部分教师科教能力不足、师资队伍组建存在不足、教师未形成适应数字化
时代的教学习惯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优化师资配置为切口，从健全师资招聘体系、完善师资人才培养体系
和提高师资待遇三方面入手优化师资配置，从而提升高校市场营销教研质量。以期为各界对于师资配置优化市
场营销教研策略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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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undred years plan, education based. Marketing is a highly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which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llocation of teachers. The ever-changing digital era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llocation of teacher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marke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uch as single practice teaching 
mode, no system of training courses, unbalanced alloc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and research team, lack of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ability of some teachers, shortage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 and lack of teaching habits adapted to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teachers as the incision,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 recruitment 
system, improve teacher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teachers three aspect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teacher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rke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marke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trategy optimization of 
teacher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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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作为一门强实践性的学

科，市场营销教研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贴近现实生

活，把握时代脉搏，注重学生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和

学以致用的能力，与时俱进、有针对性地不断更新教学

方式。其学科教研质量直接关系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与运用情况，影响学生未来工作情况甚至影响市场环境。

当下，数字化在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对包括搜索

信息、发布信息、开拓销售渠道、调查商情、提升品牌

价值、管理顾客关系等 [1] 在内的传统市场营销知识理论

体系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作为教研结构中最为灵活的

因素的师资力量不断优化配置，及时发现并适应市场变

化，有针对性地对教研方案做出调整，以不断满足新时

代对市场营销教研的要求。

一、当下市场营销教研师资配置存在的问题

1. 师资教研队伍配置失衡

目前，在我国高校的市场营销师资配置中，老、中、

青教师的梯队结构分布比例失衡。资历及经验丰富的老

教师年龄普遍偏大，且大部分已接近退休年龄，中青年

教师多以应届研究生和博士等新鲜血液为主，年龄大都

在 24 - 30 岁之间 [2]。这就导致了经验丰富的教师对新时

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学生的多样化应对不及时，而中

青年教师又缺乏教学经验，对市场营销的教研掌握度不

够。
2. 师资队伍组建存在不足

近年来，国内积极探索高校市场营销师资队伍的建

设。国内大多数高校主要通过 “ 人力资源招募 ” 配置市

场营销师资队伍，强调师资队伍建设需以 “ 应用型 ” 为

特征、以 “ 双师型 ” 为特点进行组建 [3]。此外，一些院

校根据市场营销强实践性的特点，尝试运用 “ 现代学徒

制 ” 的模式培养学生。但存在各高校招聘教师标准差别

大、师资力量评估体系不健全、师资队伍待遇不高、教

师职业培训不足等问题。
3. 部分教师科教经验不足

部分高校一些市场营销教师直接在学校中由学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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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老师，未完全真正走入企业，不同程度地缺乏实际

全职工作经验，可能存在不能准确评估和把握市场方向

与变化的情况，导致他们无法满足高质量的市场营销教

学要求。此外，部分高校教师流动性较大，而市场营销

课程针对性较强，需要教师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因

材施教，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流

动频繁可能会影响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降低针对性

教学的质量。
4. 实践教学模式研发人员欠缺

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市场营销教师虽重视理论联系

实际，但实践教学模式单一，多以上机模拟为主 [4]。校

内上机模拟虽为学生搭建了虚拟实践平台，但在突发状

态设置、客户不确定性的把握等方面仍与实际情况存在

差距。在早期，校内上机模拟可以帮助学生认知市场营

销、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市

场营销的教研需求。但市场营销具有重人际交流的特点，

上机模拟无法提供相应环境，无法实现教研目的，甚至

可能会让学生形成惯性思维，不利于学生应变能力和抗

压能力的培养。所以需要市场营销教师根据具体情况研

发配置出不局限于上机模拟的实践教学模式，而目前相

关人员较欠缺。
5. 缺乏实训课程体系建构意识

现今国内市场营销师资力量在教学中设置了 ERP 沙

盘模拟实训、进出口业务模拟实训、市场营销实战沙盘

模拟实训、基础会计模拟实验、统计软件应用等实训课

程 [5]。这些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课堂理论知识、提高实

践操作能力，但由于教师一定程度上缺乏体系建构意识

使得各个实训课程间存在彼此割裂的情况，实践课程未

能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系，无法通过协同作用发

挥出课程的最大功效，也不利于学生全局思考能力和操

作能力的培养。
6. 教师未形成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教学习惯

新时代下，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了更为便利、直观

的工具，但许多学校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部分教

师尚未形成适合当下数字时代的教学习惯，缺乏通过数

字技术与学生建立交互立体的双向教学模式的意识，对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贯穿数字技术也缺乏深入思考。

与此同时，部分年龄稍长的教师对适应新时代的微课的

设计制作和教学平台的利用等技术了解不足、无法有效

利用。此外，一些教师对于数字技术可以起到教学的支

撑作用的认识不足，认为其仅仅是传统教学方法的 “ 换

装 ”，只是将课本中的文字和图片内容换了一个承载方

式来无差别表示而已 [6]。

二、师资配置优化市场营销教研策略

有关调查显示，优化师资教研队伍配置可以有效改

善国内市场营销课程跟不上市场变化、针对性不足等问

题 [7]。基于此，各个高校应该采取措施积极优化师资配

置以提升市场营销教研质量，做到以下几点：

1. 构建有效师资招聘体系

在有效确定院校所需人才后，结合现存师资力量制

定招聘标准。提前做好包括校内市场营销教研配置与岗

位的匹配度、院校成本预算、院校人员管控效率等在内

数据统计与分析。

选定高水平招聘队伍。招聘队伍是人才引进的第一

道关口，决定了人才去留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人才质量。招聘队伍需要清晰认知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

核心竞争力和培养计划与培养目标，准确选出院校需要

的市场营销教研人才。这就需要院校积极探索、努力打

造出至少一支符合要求的招聘队伍。除必须知识、技能

的培训外，院校可以通过 “1+X” 的模式（即人力资源工

作人员 + 岗位专业的专家不少于 2 人组成一支招聘面试

团）建立招聘队伍 [8]。

畅通和扩展招聘渠道。数字化的广泛运用推动招聘

方式发生变化，考虑到全媒体时代万物皆媒的特性，院

校除了在网站发布公告邀约人才现场面试的传统方式

外，还可以选择通过与企业项目、竞赛、学术交流活动

等合作来获取高质量市场营销教研人才。
2. 优化师资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合理开发内部人力资源的力度。根据新时代对

市场营销教研的要求结合院校自身办学特色与核心竞争

力，精准确定可以保持竞争力的核心人才。锚定具体目

标、准则，由顶层规划逐渐向下落实，发掘已有教师潜力。

充分分析所在院校现存师资力量结构配置，评估人员的

岗位匹配度。将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转岗或将其重新

培训上岗。注重培养教师市场营销实践模式的开发能力

与课程体系建构的能力。

增强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减少优秀教师流失率。

通过平等的劳动契约和有效的心理契约构建学校与教师

的良性关系。教师通常内在需求丰富且多样化，学校应

该与市场营销教师保持良好的沟通，互相就教研任务和

目标达成共识，相互尊重、信任、支持，共同促进市场

营销教研的发展。可以考虑让市场营销教师参与到学校

的规划建设中来，向市场营销教师询问学校相关建设发

展的意见，增加市场营销教师 “ 学校一份子 ” 的认同感。

建立健全教师管理考核制度。保证上升渠道畅通，

奖惩合理、透明、科学，保证考核管理系统风清气正，

职称评定细则详细且公开等，以此鼓励教师积极主动提

升自身能力和素养，使积极探索市场营销教研方案蔚然

成风，助推高质量市场营销教研的发展。
3. 关怀教师现状，提高师资待遇

据调查，许多市场营销教研教师因工资水平较低、

工作时间较长等原因离开了教研岗位，转而投入了企业

营销部门 [9]。与一般职业不同，市场营销高校教师需要

实时关注和解决学生的问题，无形中延长了工作时间。

此外，市场营销教师需要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及时调整

教研方案，增加了其备课时间。与此同时，许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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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民办高校，为教师提供的薪资福利往往无法令教

师满意。这就导致市场营销教师易产生不安全感和压迫

感而离职。

对此，院校应重视教师的待遇问题，与教师保持持

续性沟通，了解、洞察市场营销教师们的困难、困惑与

需求，解决大趋势需求后再有针对性地解决各个教师的

需求。

具体而言，可以先在薪资待遇上满足市场营销教师

的需求，将一些非必要的美化校园资金、翻新资金等资

金用于提高教职工的薪资福利和培养教职工上。还可

设立特定奖金，以激励教师积极投身于教学与研究中。

在市场营销教师的培养方面，学校可以为教师开设一些

针对性培训，并定期举行与企业的合作交流会，为教师

搭建良好的对外交流平台的同时提升教师自身素养与能

力。此外，还需要注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建设，组织课

外书读书会、书画鉴赏、书画创作等人文活动，为教师

营造和谐良好的工作和成长空间。游园活动等娱乐放松

性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多组织市场营销教师团建

以放松教师们紧绷的神经，张弛有度，劳逸结合。

除上述三点外，还可聘请企业的中层及以上管理人

员定期来校指导教师完成实践性教学。也可聘请一些前

线经验丰富的市场营销专员担任客座教授和实践指导教

师，来校开设讲座、交流会等，将一线的市场营销体验

与经验带入校园，帮助学生深化对于市场营销的学习理

解和市场变化趋势的认知。当学生进行校外实训或实习

时，校外的指导教师还可亲手进行 “ 传、帮、带 ”。不

断优化高校市场营销师资的配置，提高市场营销教研的

质量。

三、师资配置优化市场营销教研注意点

1. 师生比例

不同院校对于师生比例的要求不一样，需要根据院

校具体情况确定。对高职院校来说，实践导师的数量不

能少于理论课程的老师，保证每个学生都同时有一位理

论导师和实践导师，且实践导师与学生的比例最好不低

于 1:13；对于以理论教研为主的高校，需要保证理论导

师与学生的比例不低于 1:12。
2. 教师结构

教师结构是影响高校师资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在

喧嚣的信息洪流中，为适应新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

高校在招聘和培养人才时总是避免不了对高学历、高职

称、年轻化青睐有加，但考虑到三者与实际市场营销教

研的专业素养不能直接划上等号，高校需要在平衡教学

能力、科研能力、沟通能力、人力资源成本等基础上形

成最优的教师结构。一般而言，“ 两高一低 ” （即高学历、

高职称、低年龄）为最优选择 [10]，但这也因高校自身情

况而有所差异。
3. 培养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数字时代下的市场营销课程教学需要在传统教育模

式上作出革命性的改变，教师需要建立构建多平台交互

式教学模式的思维，提升 VR、AR、微课等数字技术的

使用能力。教师需要在除课堂之外的地方了解学生，力

求立足于学科特色和学生的个体特征结合数字技术，变

传统单一被动的单向式教学为多元立体的双向交互式教

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思考能力。
4. 融合发展

营销工作的核心说到底是人，所以除了营销专业理

论知识外，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调合作能力与

精神也是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的。因此，市场

营销师资配置中需要融入不同课程，如心理学、谈话艺

术、演讲艺术甚至是声乐、茶道、棋牌、书法等课程。

对此，江西财经大学旅游分院已经正式与南昌女子职业

学校展开了合作，旨在培养 “ 六艺八雅 ” 式的经管人才。

结束语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必然会随着社会

进入现代化而发生改变，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营销

专业来说改变更大。师资配置在任何学科中都具有举足

轻重的位置，师资规模合理化、师资结构科学化、师资

成本最优化、师资效能最大化、师资流动最小化能够帮

助教师成风化人、立心铸魂，构建立足于市场实际要求

和学生自身特色的多元立体化信息教学模式，提升教学

质量帮助学生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技能和沟通、应

变与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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