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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郑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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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高校贯彻实施立德树人理念的重要途径。本文探索《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教

育的目标，对《消费者行为学》课程的思政教育元素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梳理，试图在课堂中巧妙渗透，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力求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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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专

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坚持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内在的

德行和素养。市场营销教育工作者在市场营

销专业课的教学中，一方面要将相关的专业

知识讲透，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课程思政的途

径，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教育，以达

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笔者结合自身的经验，

对市场营销专业课《消费者行为学》这一门

课课程思政的理论思考与教育实践进行了探

讨。

一、《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教育目

标

《消费者行为学》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

门专业必修课，是建立在心理学、管理学、

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

一门学科。该课程重点研究消费者消费过程

中的影响因素及其行为变化的规律，是市场

营销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了解和把

握消费者行为及其变化规律，成为企业营销

决策和制定营销策略的基础。本课程所包含

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及分析技术已经成为营

销、管理等专业学生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掌

握消费行为学的基础知识，使学生提高从事

相关工作的能力，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

在职从业人员的要求，从而更有效地为社会

服务。

结合《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的特点

与“思政教育”理念，该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整个教学环

节中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领学

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

让学生了解我国不同阶段消费的基本国情与

特点，了解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

感受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感受当代消

费者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方式的改变，帮助

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第三，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健康的生

活方式，提倡合理消费，杜绝奢侈浪费。第

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提高学生的职业

素养，引导学生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

服务理念，使之成为新时代德才兼备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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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第五，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创新

精神与实践能力，学以致用。

二、《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内容思

政教育元素的挖掘

围绕《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教育目

标，将专业课程知识与课程思政教育相结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标准，对本门

课程教学内容的思政教育元素进行深入的分

析与挖掘，从社会发展与消费变化趋势、消

费者感知与消费者行为、个性、生活方式与

消费者行为、社会群体与消费者行为、文化

与消费者行为、消费者购买决策与消费者行

为、网络营销与消费者行为七个模块进行内

容设计。

1.社会发展与消费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与消费流行

也逐渐发生变化。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引

导学生关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感受中国

发展给人民消费生活带来的变化，特别是电

子商务环境下、新零售环境下带来的消费改

变。通过社会发展和消费变化感受祖国的日

新月异，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树

立民族自豪感。在讲解时，可以理论联系实

际，比如，消费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

消费者在商品消费上有共同的偏好，促进了

人们在购买上的从众行为。在讲解时，要有

意识地对学生的消费爱好和消费情趣进行教

育和引导，避免盲目跟从，这样才能提高消

费者决策水平,促进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和全

面发展,从而有利于我国建立合理的消费结

构和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课堂上还可以以“双 11”

消费为例，通过近几年双 11 的消费数据，分

析当前网络消费行为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了解社会发展与消费变化。

2、消费者感知与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在认知外界客观事物时，经历了感性

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在感性认识的阶

段，主要是形成消费者的感觉和知觉，使得

消费者由不认识到认识一点点再到认识多一

点，是之后消费者形成理性认识的基础，它

也会对后续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影响。当物

体的客观映像因环境影响而有所变化时,以

我们的知觉经验，却倾向于物体映像保持不

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认知事物的过

程中，容易因为经验而导致以点概面或以偏

概全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晕轮

效应，又称“成见效应”或“光圈效应”。

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知识点时，应当对学

生进行引导，一方面可以利用知觉的恒常性

来帮助我们快速的认识外界事物，但同时也

应该避免主观成见，避免犯经验主义错误。

消费者的知觉过程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

阶段，即展露、注意和理解。在信息处理过

程中，如果一则信息不能依次在展露、注意

和理解这三个阶段中留下来，就很难被储存

到消费者记忆里，从而无法有效的对消费者

的后续行为产生影响。而容易引起人注意的

刺激物有一个特征就是惊奇，就是说刺激物

的新奇程度、超出消费者预期的意外程度与

吸引消费者注意的可能性成正比。例如，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5%E5%81%8F%E6%A6%82%E5%85%A8/5430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5%E5%81%8F%E6%A6%82%E5%85%A8/5430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8%A7%81%E6%95%88%E5%BA%94/46802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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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为芭比娃娃设计婚纱，他一反传统的用

布料做婚纱的做法，而是创造性地选用卫生

纸做原材料，不仅款式时尚漂亮，其面料也

是让人耳目一新，像这样的刺激物就能快速

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因此，营销人员为了更

好地引导消费者行为以达到更好的营销效

果，就必须创新。为此，我们要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通过课堂上一个个真实的案例，

激发学生的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培养时代需

要的创新型人才。

3、个性、生活方式与消费者行为

个性、生活方式对消费者行为有很大的

影响。通过这个内容的讲解，教师要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塑造良好的

性格，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课堂上可以通

过一些优秀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与成功经验的

典型案例分析来激励、引导和教育学生。

4、社会群体与消费者行为

社会群体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

起来进行共同活动而产生相互作用的集体。

与群体紧密相关的一个因素是社会阶层。同

一层次的成员在价值观、爱好、兴趣和行为

方式上具有相似性，不同阶层的消费者间存

在差异。

大学生是一个消费群体，他们具有很强

的自主性。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其自我意

识，冒险意识与探索意识更为突出。在讲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应结合大学生群体特征对

他们进行科学的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理性的消费观，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在日常生活中科学消费、合理消费，避

免盲目攀比。

同时当代大学生要有正确的阶层意识，

告诫学生如果他暂时处在中下等社会阶层，

请他以正面、阳光、积极的心态面对现状，

不要怨天尤人，要努力进取。如果他出生在

上等社会阶层的家庭中，希望他努力，防止

阶层滑落，并主动关心下级阶层的成长，给

予他们必要的帮助和扶持。如果可以，请善

待每一个人的高度。课堂上教师可以以“北

大树洞”歧视事件、王思聪和花千芳吵架等

热门事件为例，教育学生培养良好的阶层意

识。

5、文化与消费者行为

不同文化对消费者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在课堂讲解中，一方面，我们要分析中

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消费者行为产生哪些影

响，又形成了哪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者行

为。讲解时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生活中具体

的攀比消费、面子消费、人情消费、关系消

费等实际消费现象反映我国独特的消费文

化。另一方面，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在分析其差异的基础上，更深刻的了解中国

文化的内涵与精髓，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

越性，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传

承意识。例如，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恪守“仁

爱孝悌”、“精忠爱国”、“见利思义”、

“诚信知报”等信念，可以将这些核心价值

观和信念融入课堂，从而“润物细无声”地

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建立文化自信，

传承传统文化精神。

6.消费者购买决策与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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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买后行为

时，通过消费案例，引导学生从客观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树立诚信意识，注重产品质

量，将中国民族品牌引入案例讲解中，引导

学生关注中国品牌的发展，树立民族自豪感，

并且在今后从事营销活动时，树立品牌意识，

以顾客为中心，关注消费者满意度与忠诚度，

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同时，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合理消费，理性消费，杜绝奢侈浪费。

7、网络营销与消费者行为

随着科技、信息与网络的发展，网络营

销已成为现代营销市场的主流。企业利用网

红营销来塑造品牌形象，针对网红的粉丝群，

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推广产品，以此来增强品

牌和消费者的联系，进而达到提高营销效果

的目的。课堂上，老师在讲网红对消费者心

理和行为的影响时，可以抓住一些典型的网

红人物，通过其身上的特质分析，告诉消费

者该如何正确地去看待网红与消费二者之间

的关系，同时应该传播正能量，以帮助同学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

在随波逐流中花费金钱浪费时间。例如，曾

经红极一时的口红一哥李佳琦，一秒钟 228

万销售额，背后是他 9年努力。他学校学习

美妆花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在欧莱雅实践了

三年，而主播，他也花了三年。李佳琦家里，

至少有一万多支口红，在他直播时，背后也

有两千多支口红。他曾在一次直播中，连续

不间断地试了 380 支口红，直播到最后，嘴

唇都麻木了。老师通过这一案例，让同学们

在理性消费产品的同时，更要学习李佳琦

这种持之以恒、不辞辛劳的工匠精神。

三、课后作业思政教育元素设计

课后，教师要合理设计课后作业，可以

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要求每个小组成

员分工协作，实地走访或消费，结合网络、

图书馆等多种途径查找相关资料，认真完成

相关课后作业内容。课后作业的主要目的就

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合作精

神，是课堂理论知识的具体运用，也可充分

的体现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的应用性与实

践性。例如，在讲到感觉与知觉一章时，可

以布置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实地考察商家如

何利用消费者的感觉知觉进行营销的，并具

体分析商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的

不好，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又如，在消

费流行这一节中，教师可以布置作业，让学

生去查阅资料，了解曾经有过的消费流行，

深切的感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感受我国经济

的发展与繁荣，深入贯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内容。最后以小组为单位，

提交一个 PPT 作品，要求图文并茂，并且下

次课堂上请小组代表展示作品，将其小组的

主要观点与建议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在每

个小组成果展示完后，教师可以让其他小组

成员对其进行评价，促进各小组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进一步开拓思维，活跃课堂气氛，

使得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

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总之，《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是党和

国家在新形势下对高校专业课教学提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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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育人是百年大计，课程思政的总目标

为我们营销专业教师今后培养什么样的营销

人才以及如何去培养营销人才指明了方向与

道路。作为营销专业课教师，把握好《消费

者行为学》课程教学这一能够融入课程思政

的渠道，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有机融合，将

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在知识传授中引领主流

价值，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

程，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同

步、相得益彰，真正做到在课堂教学中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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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Consumer Behavior", comprehensively excavates and sorts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of the course of "Consumer Behavior", tries to

skillfully penetrate into the classroom, achieve the effect of "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 and strives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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