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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对 21级市场营销专业《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的 2个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

计算、分析和比较，发现课程目标 2（创新能力，以下用 CO2表示）的达成度明显低于课程目

标 1（专业知识，以下用 CO1 表示）的达成度。然后，通过对 22级市场营销专业的《消费者行

为学》可成融入短视频制作实训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改革实践结束后，

计算 22级该课程目标达成度，与 21级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融合短视频制作实训这种教学

方法能够明显提升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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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文科背景下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以及

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消费者行为学》课程分目

标达成度的计算和分析不断探索、创新《消费者行为学》这

门课程的教学方法[1-2]。基于目标达成度的《消费者行为学》

课堂教学改革研究，是指在《消费者行为学》的教学过程中，

通过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并评估学生在这些目标上的达成

程度，来改革和优化教学方法和内容。

1课程目标的设置

根据 21级和 22级市场营销专业的培养方案编制《消费

者行为学》课程教学大纲，课程大纲和学生的学习需求，设

定具体、可衡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和时限性的学习目标，

主要包括理论知识的掌握、分析能力的提升和实践技能、创

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本门课程大纲中设置的课程目标对

应培养目标中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两大毕业要点，

具体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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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

2教学改革前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

首先对未融入短视频实训教学前的 21级市营学生对《消

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的目标达成度进行计算分析。本课程

的考核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其中平时成绩

各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分为课堂表现（含

出勤、课堂 PPT汇报情况+情景模拟表现）、平时作业。

全部考核结束，根据课程大纲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的分目标权重计算出 21级市场营销专业 3个班级的平时成

绩和期末考试各个分目标的达成度，以及通过平时成绩分目

标达成度和期末成绩分目标的达成度来计算《消费者行为学》

课程综合分目标达成度，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平时成绩、期末考试以及课程综合分目标达成度

类
别

考核

项目

平时成绩对应

目标达成度
平时成

绩课程

分目标

达成度

期末考

试对应

课程目

标达成

度

综合

达成

度
课堂

表现

平时

作业

课
程
目
标

CO1 0.8875 0.8917 0.88918 0.7741 0.8201

CO2 0.7738 0.6356 0.71852 0.6189 0.6587

通过以上对 21市营学生《消费者行为学》课程分目标

达成度分析，发现 CO2的综合达成度明显远低于 CO1的综

合达成度，说明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有待提升，在《消费者

行为学》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改革创新教学方法，激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进一步的达到培

养目标。

3教学方法改革

《消费者行为学》需要培养学生的营销策划能力、信息

处理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应变表达能力等基本技能，因此

对于仅让学生去完成某次任务，使其沦为一种形式，更应该

提前系统规划好问题导向的模块和实训项目，从不同的角度

和不同的能力层面去训练学生，提高他们的技能[3-4]。要加强

各问题导向的模块和实训项目之间的内容逻辑联系和整体

性。因此融入短视频制作教学方法，同时适当改革考核方式。

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在课程中融入短视频制作实训教学，

将班级学生分为 4人一组，小组每个成员都要参与短视频的

拍摄中。教学过程如图 2所示：

图 2 教学过程 4阶段

最后，每个小组在各次任务完成后分别指派一名同学演

讲、总结。每部短视频，小组成员需要从以下几点对本小组

制作的短视频进行分析：短视频的目标群体是？影响这部分

群体产生消费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自制的短视频是如何吸引

目标群体的？如何让目标群体产生消费的？

4教学改革效果分析

通过 22级《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的改革，计算该

年级的《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的分目标达成度。本课程

的考核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其中平时成绩

各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分为课堂表现（含

出勤、课堂 PPT汇报情况+情景模拟表现+短视频制作）、平

时作业。同时与 21级相比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的分目标比

例做了适当调整。

全部考核结束，根据课程大纲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的分目标权重计算出 22级市场营销专业 3 个班级的平时成

绩和期末考试各个分目标的达成度，以及通过平时成绩分目

标达成度和期末成绩分目标的达成度来计算《消费者行为学》

课程综合分目标达成度，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平时成绩、期末考试以及课程综合分目标达成度（汇总）

类
别

考核

项目

平时成绩对应

目标达成度

平时成

绩课程

分目

标达成

度

期末考

试课程

分目标

达成度

综合达

成度课堂

表现

平时

作业

课
程
目
标

CO1 0.9013 0.9216 0.8030 0.8030 0.8464

CO2 0.8857 0.8858 0.7642 0.7642 0.8128

通过对表 1和表 2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平时考核 CO1

和 CO2的目标达成度、期末考核 CO1和 CO2的目标达成度，

还是总体 CO1和 CO2的目标达成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最后在综合目标达成上 CO2的提升更加明显，由此可得出：

通过融入短视频制作实训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该

门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有

利于进一步达到课程相关培养目标的要求。

5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建立完善

的评估和反馈机制，设计有效的评估机制来衡量学生在各个

学习目标上的达成情况，可以包括考试、作业、项目报告、

口头报告等形式。同时，及时的反馈对于学生的学习改进至

关重要。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和学习成果，不断地反思和调

整自身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5-6]。

这种基于目标达成度的教学改革研究，旨在通过明确的目标

导向和有效的教学实践，提高消费者行为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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