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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阳  科  技  学  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 
课程名称 市场营销学 授课教师 徐阳 职称 其他中级 

所在学院 经济学院 授课班级 金融 2301-2304 学分 2 

课程类别 A．通识教育必修课  B.通识教育选修课   C.学科基础课  √D.专业课  E.实践环节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深入了解现代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特征，掌握市场营销领

域核心的理论与方法、熟悉相关的数据分析及营销软件工具，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剖析实

际市场现象中各营销变量间的关联与因果关系，具备进一步深入学习与应用市场营销学

理论、方法的基础和能力，具体目标如下： 

1、掌握市场营销学核心理论与方法，紧跟学科前沿动态 

全面掌握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涵盖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

市场定位（STP 理论），以及产品、价格、渠道、促销（4P 营销组合）等核心要素。 

对市场营销学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有概念性了解，如数字化营销、社交媒体营销、

大数据营销、体验营销等新兴领域的理念与实践，关注行业前沿动态，为后续深入学习

奠定基础。 

2、深入掌握市场现象的发展规律，包括消费者需求变化趋势、市场竞争态势演变、

行业发展趋势等，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市场动态进行准确分析和预测。 

将市场营销知识与技能更好地应用于企业营销实践，为企业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

略提供支持，助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推动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最终形成独

立运用市场营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营销问题的能力。 

3、结合经济形势与思政教育，培养正确价值观与战略眼光 

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结合我国的思政纲领，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不断完善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市场变化和营销挑战。更好地理解

经济发展变化对市场营销环境的影响，正确认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变化以及企业

对外战略的选择，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想信念，将个人职业发展融

入到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的大局中，为推动中国市场营销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课程思

政”教育内

容 

章 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融入点 

第四章市场营销环境 加深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性认识和清醒把握，增

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豪感及责任担当。 

案例与章节内容相关性较强，

首先体现在市场营销环境变

化对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上，

环境的变化可以是国内市场

也可以是国外市场，案例聚焦

国产品牌“李宁”在环境变化

中的营销变化让学生更清晰

地理解如何对市场机会和威

胁进行分析。在其中国际环境

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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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可以清晰展现，能够较好地

树立学生的自豪感和担当意

识。 

 

第五章购买和市场分析 深入了解消费者行为特征及

其影响因素，进而加深对新时

代国家发展进步的理解，增强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感。 

 

消费者行为是市场营销关注

的重要方面，如何关注消费者

并根据他们的变化制定相应

的营销策略也在案例中清晰

展示，从中也能让学生体会到

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进一步

增强中国自信。 

 

第十章产品策略 

 

第一，技术创新驱动，从“中

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华丽转变。第二，产品品质

过硬，安全性能可靠。国家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

略，推动高科技人才、高技

术人才的发展，促进人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第三，坚定

文化自信，中国消费者的民

族情结以及文化自信，引领

对中国创造、中国产品的极

大信任，促进中国自身企业

的发展。 

 

大疆建立的初心是“建立一

个创新的乌托邦”，无人机

的尖端技术一经研发，占据

了接近全球市场近 80%的市

场份额。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创新精神，在现代市场的

突出特点显示为科技创新。

且无人机零件的制造是一个

需要最高程度的工具和工程

技能的行业，这要求技术先

进、工具先进、精度先进等，

要求熟练的劳动力。通过本

章学习让学生了解产品策

略，掌握新产品开发的相关

知识，知道创新的重要性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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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1、案例教学法 

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案例，如华为的全球化营销战略布局、小米的互联网

营销创新、老字号品牌的焕新营销之路等。学生在深入剖析这些实际案例的过程中，理

解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市场定位策略、品牌传播策略、营销渠道策略等在

不同情境下的运用。同时，结合案例讨论，思考企业在市场营销活动背后所承担的社会

责任和道德伦理，例如企业在扶贫助农营销、绿色环保营销中的实践，引导学生关注企

业营销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提升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明白企业营销不仅要追

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社会效益。 

2、小组合作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围绕某一特定的市场现象或营销政策效果展开分析。例如，

分析社交媒体营销对某一新兴消费品牌的影响、直播带货政策对传统零售行业的冲击与

机遇等。小组成员通过收集市场数据、建立简单的市场营销模型、解释模型结果等过程，

在实践中掌握市场营销学的应用技能。在小组汇报环节，学生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阐述小组在分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法，培养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

教师对汇报内容进行思政点评，引导学生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营销问题，如企业在营销

活动中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如何通过营销促进文化传承等。 

3、课程论文与社会调研 

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运用市场营销学的方法分析某一市场问题或营销政策效

果。例如，研究短视频营销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新消费政策下某行业营销策略的

调整等。鼓励学生开展社会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收集第一手数

据资料，增强论文的实证性和说服力。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教师提供思政方向的指导，

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如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产品营销）社会热点问题（如老龄

化社会下的老年产品营销）以及民生福祉（如保障性住房的营销推广）等方面，使学生

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提升专业能力，还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多媒体辅助教学 

利用多媒体课件、视频资料等辅助教学工具，生动形象地展示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

理和应用实例。通过图表展示市场细分的结果、动画演示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视频

播放成功营销案例的精彩片段等形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复杂的营销理论和实

践操作。同时，结合多媒体内容，适时引入思政元素，如在展示企业营销案例时，强调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专业知识，同时接受思想

政治教育。 

 

注：此表一式一份，附在课程教学大纲最后。 

                               

教师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