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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本土“非遗”文化融入市场营销专业
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高湘瑜

（澄海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汕头 515800）

摘要：党中央作出乡村振兴的重大发展战略，为中职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支持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中职学校，要坚持改革创新，精准发力。探索本土“非遗”文化与中职市场营销专业课堂教学的融合模式，

旨在为学校和教师提供思路和参考，促进教学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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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助力乡村振兴，本土“非遗”文化融入营销专业课堂教

学的探索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

通过学习和了解本土“非遗”文化，学生能够增强对本地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本土“非遗”

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意和智慧，将其融入市场营销专业课堂教

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在市场营销领域的创新能

力。

（二）满足专业教师的教学需求，增强学生的市场营销能力

市场营销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市场洞察力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本土“非遗”文化的融入可以为市场营销专业课堂

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案例，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有趣；让学

生深入了解本地文化特色和传统技艺，从而拓展他们的知识面；

丰富的文化资源、案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地消费者的需求

和偏好，从而提高他们的市场洞察力和营销策划能力。

（三）展示学校的特色，提升办学的竞争力

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可以形成学校的特色课程，

提高学校在教育市场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学生和家长的关注。

（四）促进本土“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本土“非遗”文化是本地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艺术

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将其融入课堂教学，可以提高学生

对“非遗”文化的关注度；激发学生对本土“非遗”文化的兴趣

和热情，让学生了解和尊重本土文化；培养他们对“非遗”文化

传承和发展的责任感，从而促进“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五）服务乡村经贸，助力乡村振兴

本土“非遗”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学校通过将本

土“非遗”文化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产业意识，

培养产业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促进地方经

济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持。通过合理开发和利用本土“非

遗”文化资源，可以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在教案编写中体现本土“非遗”文

化设计

在深入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的过程中，开发融入

本土“非遗”文化内容的教材，是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基于现

有教材，要将本土“非遗”文化内容融入每个课堂，就需要对教

师和教法进行优化。

三、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本土“非遗”文

化内容

下文以笔者所教学的市场营销专业为例，就如何在专业课程

课堂教学中融入本土“非遗”文化内容进行探索与实践，以助力

学校市场营销专业学科发展。

（一）在“市场营销基础”课程中，将本土“非遗”文化融

入到新生专业介绍的课堂教学中

专业教学的成功，应在教学的一开始就牢牢吸引学生，好的

专业导入，能一开始就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

师在新生专业介绍时，可设计课题“本土非遗文化潜藏独特卖点”。

课件展示官方公众号报道内容，2019 年中秋国庆前夕本土企业

“潮汕站”礼盒一经推出，便销售火爆、售罄断货；2023 年国庆

澄海区西门乡的蜈蚣舞惊艳亮相汕头市国庆巡游活动，全场沸腾；

2024 年春节汕头市小公园大锣鼓、舞狮，欢乐祥和庆新春登上央

视《新闻联播》……调动学生的好奇心、自豪感，引导学生产生

疑问：“潮汕站”礼盒里的产品是本地传统零食，为什么能火爆？

蜈蚣舞让全网沸腾，跟市场营销课程的内容又有什么联系 ? 小公

园登上央视，给当地带来了什么？ 这也是授课的目的所在，古语

有云：学贵有疑，小疑小进，大疑则大进。引导学生带着好奇和

疑问，在期待中学习市场营销，感受它的“魅力”。

（二）在“市场调查实务”课程中，将本土“非遗”文化融

入到市场调查的方法、方案设计、问卷与访谈提纲编制的课程教

学中

营销是企业以顾客需要为出发点，综合运用各种战略与策略，

把商品和服务整体地销售给顾客，尽可能满足顾客需求，并最终

实现自身目标的经营活动。市场调查对于营销专业来说，它就像

营销人员的“眼睛”和“耳朵”，帮助他们了解市场和顾客需要，

从而做出更明确的决策。

1. 在市场调查方法的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掌握信息的来源

与方式。教师要展示上文提及的“潮汕站”礼盒，引导学生观察

它销售火爆、售罄断货的“法宝”——礼盒的厝头角形状。教师

需分享“潮汕站”品牌创始人的采访视频，引导学生发现该团队

通过对潮汕本土“非遗”文化的调查，发掘厝头角作为包装物的

商机，以此使学生对课题“本土非遗文化潜藏独特卖点”的兴趣

增强。教师再以“家乡非遗知多少”为调查主题，布置学生组队

开展调查。学生需经过筛选信息，学会从权威机构如汕头文化馆

官网查阅到，非遗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这是信息来源中的

二手资料。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对二手资料进行分析处理，筛选出

本土的非遗项目，如国家级有潮州音乐、谜语（澄海灯谜）、蜈

蚣舞、潮汕古建造营造技艺等；省级有汕头工艺茶艺、潮式月饼

朥饼粿品制作技艺、银屏蚝烙煎制技艺、汕头出花园等；市级赛

大猪习俗（冠山）、薄壳米（盐鸿）、卤鹅（澄海）制作技艺等。

学生多数来自澄海区的各乡镇，看到本土名列其中，增强对家乡

产品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2. 在市场调查方案设计的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掌握明确调

查对象、确定调查方法、安排调查时间、组建调查队伍、编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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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预算的技能。当筛选本土非遗项目时，可巧设问题“潮州音乐”

是不是指潮汕大锣鼓？为什么不是叫潮汕音乐，汕头音乐，澄海

音乐；为什么谜语后面可以直接标注（澄海灯谜）；为什么潮汕

古建造营造技艺，又可以叫“潮汕”等等，由于学生在课堂上获

取的信息有限，教师要鼓励他们向父母、祖父母或村里的老人更

深入了解、探究家乡非遗文化活动的历史和寓意。要教与学生调

查方案的设计，指导他们通过实地了解、探究和体验，融入了对

自己家乡的热爱之情，增强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

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

3. 在市场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编制的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

掌握问卷的内容与规则、访谈的准备。学生向乡村里长辈了解本

土非遗项目时，去到不是本村的地方，长辈们不认识他们，有戒

备心，不愿意进行交谈等问题，教师要肯定学生及时反馈情况，

并以此为背景，引导他们学习掌握市场调查访谈提纲的编制和有

效实施的要点、问卷调查的格式和规则。

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丰富素材，让学

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生动有趣地掌握市场调查的重要技能。

（三）在“推销实务”课程中，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到

推销模式的课程教学中

促销是市场营销的重要策略之一，而推销又是促销的手段之

一，是大多数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的首选方式，对营销人员来说，

它对整个营销系统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推销模式的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掌握寻找顾客、接近顾客、

和顾客洽谈、处理顾客异议、促成交易、售后工作环节的技能。

教师要再展示上文提及的“厝头角”礼盒，是对国家级非遗项目

潮汕古建造营造技艺的灵活采用；打开礼盒里边的产品是功夫茶

具、茶叶、配上几款茶点，这些都属于非遗项目中各类制作技艺。

教师要开展为这款产品设计文案的课堂活动，培养学生掌握接近

顾客的技能。“当潮汕游子返乡时，当这些厝角头映入眼帘时，

就知道，家到了”“把潮汕特产带回家，留住潮汕味道，传播潮

汕文化”等等，学生通过学习、探索，知晓礼盒是利用产品本身

独特的包装红墙瓦片的“厝头角”“家里头”的潮汕味道，成功

引起顾客注意，掌握产品接近法的重要技能；知晓礼盒里的特产

是采购现成的，这样可减低成本，让利给微商，才能把商品大力

推广出去，掌握微信寻找法的重要技能。利用本土“非遗”文化，

使学生牢固掌握寻找顾客、接近顾客这两个环节重要的技能。促

使学生对“本土非遗文化潜藏独特卖点”表现出浓厚的探索欲望，

开始有创业的“萌想”。

 本土“非遗”文化让教学内容变得更加鲜活有趣；学生也能

借此深入了解本地文化特色和传统技艺，扩充知识面；而丰富的

文化资源、案例，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地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

提升其市场洞察力和营销策划能力。

（四）在“市场营销策划”课程中，将本土“非遗”文化融

入到公共关系策划的课程教学中

促销组合中人员推销、广告促销、营业推广都带有短期性目标，

而公共关系则主要着眼于长期性的目标，是一种以长期性为主的

间接的促销手段。

教师要再引入 2023 年国庆非遗项目蜈蚣舞，惊艳亮相汕头市

国庆巡游活动，全场沸腾的新闻，讲述家喻户晓超级飞侠的“娘

家”奥飞娱乐集团，从澄海区西门乡一个玩具作坊，发展到如今

的上市集团，它多年来不忘对家乡蜈蚣舞的训练等提供资助，更

在 2019 年无偿捐资建成澄海区奥飞市民广场，这些举措是它为树

立、传播和维护自身的形象而通过间接的渠道保持与企业外部的

有关公众的沟通活动。

以身边例子为背景，让学生搜索涉及的公关信息，找出奥飞

娱乐集团的公关目标，尝试分析公关对象、最终掌握制定公关策

略的步骤和技巧。也要让学生从这个案例感悟奥飞娱乐集团心系

家乡、造福桑梓的赤子之心，是乡贤助力家乡澄海加快振兴发展

的一大善举。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定位选择与家乡的发展

需求相结合，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行动中来；促使学生思考立

足家乡、反哺家乡的选择。

（五）在“创新创业”课程中，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到

创新创业初探的课程教学中

教师可播放本土非遗项目——银屏蚝烙煎制技艺，第四代传

承人陈训哲先生讲述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就业创业的故事。教师要

促使学生思考、讨论、找寻“银屏蚝烙”名小吃，能够上央视知

名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名扬海内外的“答案”。鼓励学生组队，

课余实地探店，采访陈训哲先生；深入了解该店“传承、责任、品质、

创新”的品牌文化。教师要引导学生研究并解决问题，注重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以此让学生认知创业的基本内涵，认识和分析

创业机会、创业资源。课堂中也要传递传承文化，让学生体验非

遗文化所蕴含的传统工艺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六）在“创新创业”技能竞赛中，将本土“非遗”文化融

入到项目指导中

教师可再次引入 2024 年春节汕头市小公园登上央视《新闻联

播》的报道，指出潮汕文化发展推广，让全国人民了解潮汕，促

进了潮汕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引导学生在此背景下，在家乡“非遗”

文化里寻找商机，挖掘创新创业的项目，激发竞赛团队助力乡村

振兴的热枕。

四、阶段性成果、继续研究的方向

“创新创业”技能竞赛既是学生学业成果的展示，也是人才

培养质量和水平的展现，学生用融入“本土”非遗文化的理念，

创新的手法和各具特色的形式呈现了专业的水准。不少“项目”

也成为他们毕业后创业的项目。19 级三名学生，利用各界文旅活动，

在各个乡村艺术节如 2023 年樟林游火帝民俗文化节，巧设流动地

摊，展示“出花园”的物品和场景，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的同时，

销售相关摆件，实现创收，灵活就业。18 级四名同学发掘文化产

业项目，将“澄海灯谜”印制在纸板上，对呈现的方式进行创新

设计和生产，进军儿童益智市场。另外三名同学，把“红桃粿”

做成文创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利用互联网 + 商业，

实现线上销售，尝试创业升级。17 级两名同学，组建团队，为就

职公司的主打产品重新做市场定位，把原来的积木，设计成可拼

搭成潮汕古建造民居的产品，打造地方“非遗”文化品牌，以此

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商机，实现就业、创业升级。

为进一步发挥本土“非遗”文化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笔者将再接再厉，不断探索“非遗 + 乡村振兴”，对本土非遗文

化进行梳理，将本土传统制作技艺等项目引进课堂作为授课背景，

在市场营销各门专业课程中融入，让学生通过非遗项目领略传统

手工艺的魅力，引导学生树立“传承、责任、品质、创新”思想，

培养服务乡村经贸、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营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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