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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书育人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人,不论是思政老师还是其他任课老师都应将为思政教育放在

教学的首位。本文将结合实际教学,研究对象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职业技术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学

生,研究课程为《网络营销》课程,研究目的为《网络营销》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探索与实践。 

[关键词] 思政课；《网络营销》课程；探索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坚持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教

学全过程。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我们的

目的不仅让学生掌握更多网络营销的知

识技能,还更应将思政元素贯彻于课程

始终,让学生做爱国敬业、诚实守信、诚

信履约及富于创新的新青年。 

1 网络营销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及意义 

《网络营销》是一门融合了计算机

网络、计算机基础、市场营销、经济管

理和法律等知识的新型课程。它是利用

网络手段并为达到一定的营销目标,而

进行的一些营销活动。青少年承担着国

家的前途和命运,作为贫困山区的青少

年,他们的审美观、荣辱观、成败观、生

死观等都还在形成阶段,思想政治教育

犹为重要。因此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挖

掘可实用的思政元素,使学生的思维、创

造、自制、专业和行动能力都有所提高。

融入了思政元素后的《网络营销》课程

不再是枯燥的、乏味的,让学生在故事中

或任务中感悟到人生哲理,学会分辨真

善美与丑陋事物之间的区别。 

2 教学中思政元素的渗透与

融入 

教师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教师要

始终坚持以正确的育人方向为指导,使

思想元素在专业课程中得到充分的渗透

与融入,对于网络营销课程来说,教师要

在多渠道、多条件下坚持不懈的推动学

生的发展。多介绍学生感兴趣的典型榜

样人物,如阿里巴巴集团的马云,传播

中国文化的李子柒,多引见学校毕业的

优秀学生,如固原市电商能手杜荣恒,

多推荐一些创业立志书籍,如《唤醒心

中的巨人》、《做你想做的人》等；还在

课堂上介绍成功人士的成长经历及事

业的成就。通过营销案例进行讲授分析,

帮助学生深化对他们的了解,破除学生

焦躁情绪,培养学生克服消极思想,培

养他们遇在困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

利益面前懂得维护国家、企业和个人的

形象。 

本人根据《网络营销》课程中项目

内容特点制定不同的思政元素,如上表： 

3 教学过程的转变 

3.1教学资源的优化 

教师应提前将“创新创业教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商行业规范和电

商人职业道德”等多个方面为主的“立

德树人”内容融入教学资源,积极利用云

班课、魔灯平台等教学平台及微信和QQ

等现代化的交流手段,充分优化教学资

源。教师利用云班课中的头脑风暴、作

业任务及测试等活动时时检测,并给好

的同学予以奖励,学生则可根据自身情

况观看微课视频,线上线下相互结合从

而达到最大效果。 

3.2教法和学法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

与融入点

授课形

式与教

学方法

教学预期成效

项目一

网络营销概述(网络营销的发

展历史和模式的创新)

将创新意识同网络营销发展结合

起来,培养学生更新发展观念,创

新发展意识。

讲 授

式、问

题探究

式、训

练与实

践式

学生能够解释说明每种营销模式的意义和

特点,并对新模式发表自己的见解。

项目二

网络营销环境与技术应用

(网络营销的宏观与微观环境

及技术应用发展)

将爱国、敬业、诚信等同网络营销

的环境共建及应用技术教学结合,

引导和培养学生文明举止,共建文

明网络环境及网络生态的和谐。

学生在理解网络营销环境内容的基础上,规

范自身的言行举止,在技术应用上能够遵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做“四有”好

公民。

项目三

网络营销策略

在网络营销策略的教学中,将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融入,指导学生在制

定网络营销策略时做到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

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学生能够分辨营

销活动中的内容的真伪,同时在制定营销策

略时能够做到诚信为本,践行中华传统美

德。

项目四

网络营销手段

(网络营销实用工具的应用)

将公平、法制的法律意识融入到网

络营销手段的教学中,培养学生公

平、正义的诚信意识和法律观念。

学生在营销工具应用中能做到践行中华传

统美德,遵守法律,坚守正义和道德标准,树

立正确的职业规范。

项目五

网络营销策划

(网络营销活动策划)

将爱国思想同教学相结合,培养学

生关注国家时事政治和国家政策

的习惯。

学生能够结合时事政策方针撰写网络营销

策划,将专业技能同政策导向结合起来,投

入到精准扶贫的应用中,帮助农产品拓宽销

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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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由原来的教师满堂灌变为让学

生通过想一想、说一说、试一试等活动,

先让学生观察、讨论、实践分别总结出

所学内容的概念。学生通过读中学、问

中学、说中学和听中学,通过自主学习、

思考质疑、合作讨论和巩固提高四个阶

段学习教学内容,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

交互影响,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有了很大的提高。 

3.3评价方式 

以前,大多中职学校侧重教学内容

和结果的评价,而忽视了过程性评价、人

文素质评价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

致使学生注重书面知识的学习,轻视学

习能力的培养与人文素质的提高。现阶

段我们以任务为载体,将考核贯穿于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方面,教师将评价分为

学生自评、组间互评和教师评价(教学过

程中教师通过头脑风暴、答疑讨论、测

试等多种活动来时时检测评价学习情

况),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机制。

同时,专业课老师应多与用人单位沟通,

把他们对人才的需求做为教学的评价之

一,从而构建由学校、企业、家长共同评

价的评价机制,大大地了促进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自我约束性。 

3.4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教学的强化与稳固,它

可让老师发现自己每节课的亮点特色,

并思考自己整堂课不足的原因,便于在

以后的教学中扬长避短,也便于学生对

整堂课的学习。大多中职学生的基础比

较差,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都不太强,这

就要求老师在教学中做到记录、分析、

归纳、思考和总结,最终形成具有独特风

格的教学模式。并且整堂课要以学生为

中心,整个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在观、听、

思、做中学习,课后及时拓展练习,学生

经过眼、脑、手、腿并用来提高了学生

掌握知识的能力,让学生体验成功的乐

趣,整个学习在体验中、合作中进行,达

到了加倍的效果。 

4 结束语 

在专业课中加入思政元素是一项不

断探索、不断挖掘并坚持不懈的工作,

要求专业老师紧跟进代,全力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的技能,还要不断开拓视野,

与时偕行,发掘与本专业、本课程相关的

思政元素,并将思政元素巧妙的融入其

中。教师是学生最好的榜样,因此教师在

学习中、工作中、生活中要注重个人形

象,正身律己知行合一,用实际行动去感

染和影响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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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营销》课程中融合思政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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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个人、组间和教师根据任务要求对学习态度、学习方法过程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对学生生进行打分;

2.共设为三个等级：A 等级(80-10 分)；B 等级(50--80分)；C 等级(50 分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