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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及案例简介:《消费心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综合性科学，是系统研究消

费者行为的科学，是普通心理学在市场营销活动中的具体应用。消费心理学的研究以普通心

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说或概念为基础，研究消

费者在购买、消费商品或服务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以及社会的进步，消费心理学对于经营者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意义越来越大。

“商品价格与消费心理的关系”是本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商品是消费行为的对象，是

消费者需求最终得以实现的载体，因而，与之相关的因素（如商品价格等）会直接影响消费

者心理，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本案例是关于“商品价格与消费心理的关系”的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

1.教学与育人目标

1.1 知识传授目标

1)了解商品价格的心理功能。

2)熟悉消费者的价格心理特征。

3)掌握商品定价的心理策略。

1.2 能力培养目标

1)能把握消费者的价格心理特征。

2)能制定符合消费者价格心理的商品价格。

1.3 思政育人目标

1)培养正确的消费价格观，避免攀比性消费、盲目性消费。

2)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诚信经营，不利用消费者的价格心理高价欺骗消费者。

3)通过对定价策略的分析，激发学生理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理性消费。

2.教学策略与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1 教学策略



本节课程采用“案例渗透法”、“体验探究法”、“任务驱动法”的授课方式，通过运用互

联网技术，弥补实体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做到线上线下联动，课内课外互补，实现信息化

教学与传统课程教学的有效互补。通过讲授“商品价格与消费心理的关系”,将思政元素渗

透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在教学中的育人作用。

2.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2.1 搜集资料，了解价格信息(课前)

课前请学生搜集疫情期间口罩的价格信息，鼓励学生主动挖掘商品价格的心理功能、消

费者的价格心理特征、价格与供求的关系等。以投屏的方式呈现学生作业，再由教师进行重

点梳理。

【设计意图】通过疫情期间口罩价格的讨论、分析，展现辩证思维、逻辑思维方法与理

念。

2.2.2 视频导入，启发引导(课堂导入）

视频播放:一般产品与新产品定价的策略，以当前市场上的常见的定价策略引入消费者

的价格心理特征，让学生深切感受诚信经营的重要性，不利用消费者的价格心理，不高价欺

骗消费者，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引出知识点①“价格”的定义。

2.2.3 案例分析，重点掌握(课中）

1)案例展示:“越贵越畅销的绿宝石”，启发学生思考价格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微妙关系，

体现价格衡量商品价值和品质的功能。

2)理论上升:讲解知识点②商品价格的心理功能：衡量商品价格和品质、比拟消费者的

自我意识、调节消费者需求。体现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③消费者的价格心理

特征：习惯性、敏感性、感受性、倾向性。体现对事物规律的把握，透过现象看本质。

【设计意图】整体上遵循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路径以便学生接受。在理论层面由浅入深，

通过对知识点的对比分析与讲解，培养正确的消费价格观，避免攀比性消费、盲目性消费。

2.2.4 翻转课堂，讨论学习(课中）

1)翻转课堂:由教师给出具体的定价案例，让学生根据兴趣分组并自由讨论，之后由学

生上台对各种定价策略进行优缺点的分析，把握不同定价的适用场景，加深对定价策略的了

解。

2)理论总结:知识点④撇脂定价、渗透定价策略、尾数定价策略、整数定价策略、声望

定价策略、习惯定价策略、招徕定价策略、分级定价策略、折让定价策略。

【设计意图】通过对定价策略的分析，激发学生理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理性

消费。

2.2.5 智慧测试，深入把握(课中)



1）智慧测试：通过“职教云”信息化教学平台，发布关于本节内容相关知识点的试题，

现场测试。

2）归纳总结：通过列表归纳不同定价策略的特点、适用范围、作用、举例，体现系统

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方法。

3）课题小结：通过知识结构图，结合学生对本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进行归纳总结。

【设计意图】通过做题、展示、点评，体现辩证思维方法，发挥创新、逻辑思维能力，

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2.6 拓展学习，发布清单（课后）

1）拓展学习：商品调价的心理策略。

2）发布清单：关于商品调价的方法发布任务清单，让学生课后收集资料，归纳总结商

品降价、提价的技巧。

【设计意图】通过发布课后任务清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举一反三能力。让学生在课后“动起来、忙起来”。

3.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与反思

3.1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1）教师提升转变思政教育意识，主动开展思政教育。

作为课程思政的实施者和推动者，在推行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政治理论、观看

示范课、参加思政专题研讨会及培训等方式，教师提高了自己的思政教育能力。同时，课程

思政不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教师也树立了思政育人的理念，注重以德施教，起到了言传身

教的作用。教师的行为规范也引发了学生的模仿，也能促进学生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水平与

健全人格的培养。

2）教师引导学生转变学习观念，积极融入课堂。

在消费心理学的课程中巧妙融入思政元素，结合趣味生动的教学案例，极大地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教师也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创设“以学

生为中心”的课程氛围，使学生转变了思想，积极融入消费心理学的课程思政。

3）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的深厚情感。

根据教学需要，选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

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地区的实践成果案例，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

背后的文化优势，积极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析

阐释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

情怀，增强课堂的育人效果。

4）两条育人主线，双管齐下，提升铸魂育人效果。

通过消费心理学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学生明确两点：一是作为营销者利用消费心理

规律开展营销活动时，应具有诚信、勤奋的品质和取财有道的信念，二是作为消费者，应具



有绿色环保、勤俭节约等科学合理消费观。两条思政主线双管齐下，提高教育教学效果，达

到市场营销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保障市场营销人才的培养规格。

3.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由于受到教学条件和时间限制，实训课时安排较少，实训内容侧重理论，实训地点选择

都在校内，缺乏校外实践、实地观察和综合实训。建议采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游戏体验、

典型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开展实践教学，增加校外实践的实地观察和综合实训项目。提高实

践教学比重，组织学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完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建立专业实践育人

基地，使课堂所学落实到行动中，达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目标，实现学生知情

意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