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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是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转变。市场营销课堂思政化改革将

以课本为载体，从经典文献、典型案例入手，把握选题的典型性、时效性和内涵性，实施创新化教学、

创新化管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交流能力，着重考核理论基础、应用能力和思想状况，并积极听取

学生和学院的反馈意见，做好课程改进工作，达成教学系统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经济管理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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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to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an impor-
tant chang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hin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the marketing classroom will take textbooks as the carrier, 
start with classic literature and typical cases, grasp the typicality, timelines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elected topic, implement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innovative management,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focus on assess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deological status, actively listen to the feedback of students and colleges, do a good job 
in curriculum improvement, and achieve a virtuous circle of the teaching system. Finally, th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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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both ability and moral integrity will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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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以思政课程的培养目标为出发点，将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政治观点、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教育纳入专业课教学计划，使学生形成符合一定社会需要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活

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

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各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不

断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发展，企业对管理类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些懂生产会经营、懂技术会管

理、有真才实学又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管理人才逐渐成为了竞争中的佼佼者[1]。 

2. 课程思政融入市场营销学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教育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的必行之路。教育部于

2020 年 6 月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号召各高校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工作，完善思

想政治教育机制体制，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因此高校必须

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2]。市场营销学作为经济管理专业

的必修课程，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资源，以理论课程和实践教学为依托，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

政教育，则既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市场营销学理论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也对提高课程育人效果、培养

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具有关键作用。 
加强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教育是防止管理学教育严重西化的时代使命。管理源于实践，管理就是实践，

管理的发展依靠企业家的推动，欧美的管理实践走在世界的前列，企业走在国际前列，因此引领管理发

展的至今仍是欧美国家。我们的企业实践和欧美还存在差距，因此我们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管理方法

和工具，这在教育中表现为我们应该加强国内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

学教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学理论，坚信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高校作为推动中国特

色的市场营销学建设的一个主平台，青年学生作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理应想国家之

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3]。因此加强高校市场营销学课程思政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应用型

营销管理人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效提升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国文化自信，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带领学生正确认识西方管理理论、市场营销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密切联系我国市场营销实

际，能够为学生的思政素养培养提供理论支撑，加速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学理论的时代使命。 

3. 思政化教学设计 

市场营销课程是一门重实践、重交流的课程，在实施市场营销课程思政化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对教

学内容的选择做出重点关注。内容选择时应当注重选题的典型性、时效性和内涵性。所谓典型性即为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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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最符合教学内容、效果最突出的案例，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时效性即需要注重案例的发

生的时间及其效果；内涵性即为案例所蕴含的思政因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大创新，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其本身就隐含中大量的思政元素。市场营销

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应当挖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因子与专业知识相融合。 

3.1. 教学内容设计 

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凸显德育内涵。以《市场营销学》课程为载体，在尊重课程自身规律的前提下，

从新时代大学生的求知需求出发，以专业技能知识为载体，以中国哲学为依据，以《毛泽东选集》等经

典文献为案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对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将思想政治教

育的原则、要求和课程内容设计、课程实施等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专业维度、历史维度、社会维度、价

值维度、哲学维度等多维融合的课程体系，实现德育教育阶梯式深入推进。 

3.1.1. 营销理念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营销的核心理念是建立顾客视角，即从顾客的角度思考，了解顾客而非判断顾客。在现代营销过程

中，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求企业面向顾

客，建立顾客视角，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建立顾客视角的根本原因在于营销是面向人的活动，

根本目的在于促成消费者购买行为，实现交换。企业作为营销的主体，是产品的售卖方和品牌理念的输

出方，拥有更多的主动性，而消费者是产品和理念的接受者，拥有最终决定权，在市场经济下，如此关

系使得企业需要利用自己的主动权，通过顾客视角，洞察消费者需求和潜在需求，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获

得消费者的认可，从而实现购买。这一理念与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为人民服

务”是一种以广大人民为最高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实践为最高的价值标

准和评价标准的价值观[4]，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中

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群众中，它为解放人民、幸福人民、解放国家、独立国家、发展国家而成立。如果

将社会力量划分为群众、阶级、政党三层，那么群众基础就是政党所代表的广泛性社会力量，是政党及

其所代表的阶级能够联系并获得支持的社会力量，而阶级基础就是政党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的特定阶

级力量[5]，根据中国国情，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群众具有重叠性，涵盖了中国所有人民，这意味

着党拥有更大的力量来源，也意味着党需要更加关注人民的感受和需求。因此，党格外重视民生，寻求

幸福人民、振兴民族、发展国家，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作为了党的根本观点，将“为人民服务”作为

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并希望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 
市场营销理念和党的初心使命的相同点在于都非常重视“人”的感受，并希望得到“人”的积极的

反响。因此在市场营销思政化改革的过程中，任课教师可联系两者，同时实现帮助学生理解的专业知识

和向学生传递思政理念的目的。例如，任课教师将《为人民服务》等经典著作作为切入点，通过文章中

对于党和人民的关系，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营销理念，结合海底捞“始终从顾客

体验角度出发”的服务理念、蜜雪冰城“以奋斗者为本，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等典例，展开对专

业知识的教学，并引导学生理解“人”的力量。如此，将思政内容作为课堂导入案例引入，将思政因子

嵌入课程中，并与学生熟悉的企业或品牌相结合，使得思政化过程更加自然，更加有效。课程结束后，

任课教师可引导学生探寻在网购时代，特别是在直播带货领域的“顾客视角”，以及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相关法案，丰富学习内容，拓展学生视野。 

3.1.2. 营销分析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营销分析板块主要有三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营销环境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和市场调研。任

课教师在讲授营销环境分析和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时应该引导学生集中关注文化[6]，一是文化构成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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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观环境，二是文化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的影响。任课教师可以通过讲述中国军人待我回家、

代我回家、带我回家的使命历程引导学生明确当代青年的责任，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文化；通过讲述中国

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在国际中地位的变化和重大的外交成就使得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在讲授市场调研时任课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明确调查的重要性，调查是一切分析的起点，我们要实事

求是，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提到，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迈开你的

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要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

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

了[7]。在向学生普及这些理论来源时，首先要将理论联系课程实际——做营销分析之前必须对市场进行

调查，要明确调查目的、掌握调查的方式方法和调查问卷的编制，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做好调查我

们才能顺利进行分析、定位、策略与战略的选择等一系列营销决策。其次要将理论联系生活实际——习

近平总书记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作为新时代青年，

我们要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要向前辈中国共

产党人学习，向时代楷模学习，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将论文写满中国大地。最后引入典型案例农夫山

泉。农夫山泉的董事长钟睒晱一向重视客户的一手信息，因此在农夫山泉的第一个试销城市他亲自带队

开展市场调研，小朋友的一句“有点甜”击中了钟睒晱敏锐的神经，于是他立刻对这句品牌口号启动大

规模的市场测试，让消费者评判是否真的好。从消费者的反馈来看，这确实符合了消费者喜好，也促进

了农夫山泉的一路高歌猛进。钟睒晱“迈开两脚，到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深入群众的市

场调查无疑是获得一手信息的绝佳途径。 

3.1.3. 营销战略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营销战略主要包括市场发展战略和目标市场营销战略。任课教师在讲授市场发展战略–竞争战略时，

要引导学生明确竞争和合作的对立统一关系。竞争是为了给自己增加资本，提升企业内部的谈判力，寻求

更好的合作伙伴，而合作是为了通过向竞争者学习增强自身的实力，从而更有效地竞争[8]。因此竞争与合

作看似相互矛盾，实则相互融合，不管是在企业战略的选择中还是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都要引导学生建

立“竞合”关系，平衡矛盾力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9]，从而双向获益。 
在讲授目标市场营销战略时，任课教师可以引入江小白的案例让学生先掌握知识点。江小白根据年

龄、生活习惯和使用场景这三个维度对低度白酒市场进行细分，确定了每个客户群的特征；然后根据自

身特点，采用集中性策略，进驻 80 后小资市场，通过专业生产和销售以获得在此市场的更大的占有率；

最后在目标市场上，江小白将自己定位为青春小酒，强调一种青春特性和小聚小饮小心情的使用场景，

塑造了品牌个性，用瓶身的语录将个性递给顾客，获得了顾客的认同。之后任课教师可以以毛泽东《中

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思政案例对学生进行思政化教导。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首先，毛泽东

根据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细分，明确了我们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然后，

毛泽东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上采用了差异化的策略，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明确了革命中针对不同

阶级的策略；最后得以准确定位了我们的敌人、革命领导力量和我们的朋友。 

3.1.4. 营销策略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这部分任课教师主要讲述促销活动中的协同精神和法律意识来挖掘思政元素。促销是用以刺激消费

者和贸易商较迅速或较多地购买某一种特定的产品和服务[10]。促销直接面对消费者，是企业和品牌主营

业务中对外活动最充分的活动，它作为“与人打交道”的环节，连接的是企业和个体消费者，是生产端

和消费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形象和品牌理念，其重要性决定了它必须进行系统的、谨慎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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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和交通、网络成熟等技术环境下，组合型促销能够产生更好的效能。组合型促销

一般是广告、人员促销、公共关系促销等环节的有机组合，在不同的平台各环节所占比重不一。各个环

节的配合是企业内部，甚至是和供应商、顾客的协同合作，这是促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经之路，也

是中国民族精神中的团结精神的体现之一。伟大的团结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大学生思

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市场营销思政化改革中，应该注重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注重在教学环节

中培养学生的团结精神和团队意识。例如在促销知识点讲解时，可向学生介绍蜜雪冰城主题曲流量变现

的过程，即将广告曲、公共关系(助农)和线下门店推销相融合推广的过程。 
促销活动也是容易受到监督的环节。监督来源可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监督即为企业对促销方案和

促销活动实施的监督，外部监督可分为消费者监督、行业自律协会监督和政府机构监督。法律是监督的

保证。企业在促销过程中，应当格外注意法律风险管控点，坚决抵制价格欺压、低价倾销等行为，树立

良好的经营理念，知法懂法用法，在企业市场营销所有环节中主动采取必要的风险防御措施[11]。但遗憾

的是，部分企业为追求短期利益，忽视法律限制，例如直播售卖虚假即食燕窝的主播辛巴、以平台秒杀

为噱头进行虚假宣传的驴骑游。遵守法律法规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责任，也是大学生思政的必修课。因

为促销不当而违反法律法规的案例数不胜数，市场营销课堂有义务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企业经营

观念，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青年。因此，在促销环节的简介中，任课教师可由以上案例引入，

在讲授专业知识点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法律文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任课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关注身边的不正当促销行

为，从监督方视角看待企业的促销活动，进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 

3.2. 教学模式设计 

新时代大学生更加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裕，他们渴望拥有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这就要求新时代教师

在进行创新化教学、创新化管理。首先，任课教师应该丰富教学资源，创新教学载体。一是打造教学实

践平台，开展“服务性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堂与生活相结合，把教学

实践打造成为德育融合的重要阵地，在学生中形成一个思政案例库。其次进行调查，了解大学生喜爱的

新话语、新平台、新方式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翻转课堂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其次，任课教师应该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满足学生变化的需求。一是开展项目导向式教学，

将社会哲学文化和实践活动融合为一体，有效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在学生学习

《市场营销学》基本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触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文化自信、情感体验和社会实践，实

现学生个体知识的内化，帮助学生实现完整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成长；三是积极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

手段，引入“大班教学、小组讨论、社会实践、网络运用”4 个环节的多样化课程组织形式，突破“你

教我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对问题用主人翁的态度思考；四是在课堂引入角色体验与情感模拟

等活动，引导大学生通过体验式思考，实现理性认知和情感共鸣与行为认同。 

4. 教学评估 

教学评估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也是对课堂教学成果的直接反映。评估过程应当把握实事求是

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保证多源性、全局性和公平性。 
市场营销课程应当着重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其课程考核应当综合考察学生的理论

基础、应用能力和思想状况。为此，教学评估将打破传统单一的期末考核模式，将学生在课堂中的小组

作业、实操应用、案例分析等纳入考核范围，并以章节内容、作业量等为依据分配权重，在丰富考核内

容的同时，将考核覆盖到课程的全过程。在小组考核中，除考核学生市场营销相关的基础能力外，应当

去发现学生的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并由此引导学生重视团队力量。在实操应用、案例分析及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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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选择上，应当选择能够聚焦市场营销专业知识，且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念和管理观念的效果。此外，评估应当引入多方位的评价，

将老师评价、同学评价与自我评价结合，综合考量学生学习情况和课堂表现情况，并以 5:3:2 的比例纳入

学生平时成绩，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公平性。 
教师在讲解完目标市场营销战略这一章时可以安排一次小组作业，让学生们自主选择一个老字号品

牌如云南白药、恒源祥、东阿阿胶等，研究其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并着重分析如何通

过情感定位、文化定位塑造产品自身鲜明的个性，获得新时代顾客的认同。以此考核学生专业知识、团

队协作力和实践能力，并在作业结束时全班共同交流分享经验，以此让学生明白新时代青年能够凭借扎

实的基础知识在不断实践中助力各产业的发展，增强学生成为优秀的经管人才的信心。 

5. 教学反馈与改进 

学生作为市场营销思课程政化改革第一接收者，对教育成果具有最真实的体验，而学院方作为改革

资源的提供者，能够从专业的角度看待课程改革的成果与不足，两者的评价对推动市场营销课程思政化

持续深入具有重要作用。 
思政化课堂应当继承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将培养学生作为教学根本目的，依靠学生成就教学成果，

依赖学生改善教学效果。学生评价应当将匿名评价和师生面谈相结合。匿名评价应当延续当前形式，在

期末展开线上评教活动，并在评分和建议内容中，加入对思政理念融合内容及其效果的评价与建议，将

其作为考核课程教学成果的重要指标，任课教师应当据此调整下学年的教学计划。师生面谈将以随机抽

样的方法邀请学生，通过一对多的形式进行交谈。该活动在课程开始前和课程进行中持续开展。交谈内

容包括市场营销课程专业知识的授课情况和思政因素的融入情况，任课教师应当了解学生希望的教学方

式及案例类型，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并做好记录，在后期的课程中及时改进，修改备课方案，使得专业

理论更容易被学生接受，让思政理念也能更好地被融入进课堂。 
学院方作为平台和资源提供者，相对于学生，拥有更多的教学经验和更专业的视角。在课程进行中，

学院方应当成立督导组，掌握课程进展状况及教学效果，以第三方的角度观察课程。例如，在课程开设

中期，督导组可随机参与到课程中去，查看教师上课使用的案例，以及学生活跃度情况、市场营销理论

和思政理论结合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督导组甚至可以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以公共关系营销内

容为例，询问学生例如“为什么鸿星尔克会在捐款后迎来销售额爆发性增长”等问题，由此直接考察任

课教师教学效果。此外，学院方应当了解学生和教师的诉求，及时提供例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

文选》等相关书籍及其他资源，协作课堂教学的开展。 

6. 结语 

在市场营销课程思政化改革中，应当以“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为指引，在教学过程中循序推进，将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足高校为国家培养接班

人的社会地位，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课程元素融入教学中，努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输送高素质经济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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