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1), 6737-674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920   

文章引用: 杜佳. 价值观教育视角下的《广告学》“课程思政”教学路径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1): 6737-6743.  
DOI: 10.12677/ass.2023.1211920 

 
 

价值观教育视角下的《广告学》“课程思政”

教学路径探究 

杜  佳 

重庆工程学院，管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9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30日 

 
 

 
摘  要 

价值观教育一直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中，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核心。近年来，各大高校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不断在专业课程如何与思政课程形成协同效

应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本文基于价值观教育视角，从“价值观教育”和“课程思政”的提出背景和研究

现状出发，采用文献法与个案研究法，探讨了如何将价值观的塑造融入到《广告学》专业课程的“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中。在《广告学》课程内容体系中，主要从广告学学科本质、广告发展历史、广告基础

理论、广告创作实践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点，适时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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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lue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major universities have actively promoted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reform, and have been constantly exploring ways to create synergies betwee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s education,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status of “values education” and “curri-
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uses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shaping of values into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reform of the Advertising Stu-
dies professional cours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dvertising Studies, the main entry points are 
the essence of advertising, the history of advertising development, basic advertising theories, and 
advertising creation practi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 a timely manner 
to educate students on values, cultivate thei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and en-
hance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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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价值观教育：“课程思政”的新视角 

1.1. 价值观教育：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价值观教育”的概念并没有明确提出，但其一直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

中，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价值观教育就成为

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

时期，价值观教育的重点和目标也有所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价值观教育主要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

社会主义教育；而在当代社会，价值观教育则更加注重个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不断深入，价值观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价值

观教育的定义、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价值观教育的定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刘济良在其著作《价值观教育》中提出，价值观

教育是通过引导、培养、塑造等方式，帮助个体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其全面发展的教育[1]。周赟莹

(2020)在《论移动新媒体环境下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文中，将价值观教育定义为

使受教育者通过学习加深对外在事物、社会现实以及自我观念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行为取向以及道德观念，最终形成完善的人格的一种教育方式[2]。陈雨(2021)在《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探索》中认为，价值观教育是一种旨在引导、培养、塑造个体和社会对核

心价值或基础价值的看法或观念的教育活动，它与其他的教育观念一起规范、指导或调节着人们的教育

行为[3]。庞雨晴(2022)在《价值观教育的发展趋势与中国价值观教育现代化之路》一文中，认为价值观

教育是以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为依据，通过教育的方式把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价值观以及道德规范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9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杜佳 
 

 

DOI: 10.12677/ass.2023.1211920 6739 社会科学前沿 
 

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4]。 
整体而观，学者们普遍认为，价值观教育是一种以引导个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目标的教育活动。

整合学者们对于“价值观教育”的定义研究，可以将“价值观教育”定义为通过引导、培养、塑造等方

式，帮助个人和社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旨在帮助

受教育者形成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相符的个体价值观念，并以此指导自身行为。 

1.2. 课程思政：一种新的教育视角 

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期望

与要求后，许多高校开始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全力开展相关工作。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强化思

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关于“课程思政”为期不长的探索中，前期学者们着重对“课程思政”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例如高德毅等(2017)提出“课程思政”是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选择[5]。邱伟光(2017)主要

分析了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强调了资源挖掘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6]。随着理论和实践研究

的深入，后续的学者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基于专业课程思政道的探讨：陈荟洁等(2019)阐述了立德树人视域

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融合发展模式，强调高校必须把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全面系统、创造性地

贯穿于教育教学和学生培养的全过程[7]。韦洪发、王晓宇(2022)在《“课程思政”背景下价值观教育的

逻辑审视》一文中围绕“革新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运行逻辑”这一思维路径，对“课程思政”

背景下的价值观教育进行逻辑审视[8]。 
综上所述，学者们将课程思政或看作一种教育理念，或看作一种手段和方法，这些讨论殊途同归地

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即专业课程如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在知识传授中完成对学生的价值观引领和

培养。价值观教育强调从生活世界出发，以具身认知理论为指导，将价值观的塑造融入到情境中，这为

“课程思政”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意味着教师在进行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时，可以从学生的生活世界

出发，以具身认知理论为指导，将价值观的塑造融入到专业课程的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到课程之中，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基于此，本文将基于“价值观教育”的视角，探讨《广告学》课程如何将思政要素融入广告发展历

史、广告基础理论、广告创作实践等学科体系内容，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以期为相

关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提供一些可借鉴和参考的方向。 

2. 广告学：“课程思政”恰逢其时 

广告学主要研究广告活动的过程及其规律，注重把握市场现状、透视传播规律、提供科学理论，并

依托传播学、社会学、营销学、心理学等背景，具有跨学科、重实践的特征。作为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

核心课程，《广告学》几乎包含和融合了市场营销专业所有的专业课程知识，课程具有重于思考、偏向

论道的特点，在建设过程中注重人文性和思想性，通过引领广告学专业知识教育，系统而科学地传授广

告理论和实践技能，并且强调建立学生与广告、生活和社会多方面的交融关系。 
《广告学》课程教学和大学生思政教育在以下方面存在共同点：首先，在工作对象上，两者都是与“社

会人”进行沟通。不同的是，广告需要与广大社会公众进行沟通，而思政教育的对象则是大学生。其次，

在工作方式上，两者都主要通过道德、心理等柔性手段进行宣传、沟通和说服。再次，在工作目的上，思

政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广告的目的是塑造企业及品牌的良好

形象，同时承担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基于两者在育人功能上的相似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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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学》课程引入思政教育是自然而然的，能够很好地发挥二者协同教育的作用。对于更理性思维倾向的高

数、生物等理工课程而言，《广告学》课程更接近社会科学，更强调与人们的审美观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结

合。因此，在课堂知识传授中，可以更有效强调价值引领，自然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在广告导

向和责任担当方面给予学生引导，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道德素养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同时，广告同时也是体现社会主流思想、人们的审美心态的行业，这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策划和创造能力、将思想转化为具体形象的能力，还要具有把握时政经济及社会文化的思想觉悟。英国

作家道格拉斯说“透过广告，能够看见一个国家的理想”。广告不仅关乎百姓的生活，不仅跟企业的成

长有关，更跟一个国家的现实与未来有关。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社会，社会主流价值、人文

思想受到一定冲击，在广告活动中反映出行业的某种精神“贫瘠”，将思政元素融入《广告学》课程教

学，能够一定程度重塑当代大学生对行业、专业的认知，对国家未来和美好生活的信心，引导学生正确

思考、积极创作，倡导广告创作与时代、国家、社会、人民的同频共振。 

3. 理论 + 实践：广告学融入“课程思政”教学路径 

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体涵盖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心理

健康及安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几大领域。这些元素与广告学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多的对应，可通过案

例教学和任务驱动等方式来实现广告学的“课程思政”。主要实施路径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in Advertising Studying  
图 1. 《广告学》课程思政教学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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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广告学学科本质中的价值观教育 

当前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冲击下，社会主流价值观正在遭受冲击，夸大效果、盲目跟风、环境失

谐的传播内容比比皆是，这本质上是媒介价值导向的异化。在这样的导向下，一些大学生政治信仰迷茫、

理想信念模糊，学习也出现功利化倾向，根源就在于理想和信仰的缺失——缺乏对国家、对社会、对家

庭和对个人的责任感。 
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当前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媒介导向的异化现象使得夸大效果、盲目跟风以及环境失谐的传播内容无处不在，对大众价值观的导向

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这种导向下，一些大学生的政治信仰感到迷茫，理想信念也变得模糊不清，功利

化的倾向在学习中也逐渐显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对国家、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责任感。 
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广告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在首次课上引入“广告观”的概念，要求学生明

白广告是什么、明确广告为什么、明晰广告怎么做。在四季饭店《北京，请放心》的报纸广告中反映人

们的生活情趣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奥美《我想做广告》的宣传视频中体会广告人的梦想、责任和担

当；在椰树椰汁、美团外卖、膜法世家等不良导向的反面广告案例中警惕“魔性洗脑”“低俗炒作”“重

复骚扰”等广告趋势的滋生蔓延。通过这些广告案例，让学生形成对广告的基本态度及看法，明白除了

传递商品信息，价值观传递亦是广告的责任之一，广告要有导向，要讲情怀，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广告人也应树立正确的广告价值观，用优秀的广告作品来传递爱心、良知和温度，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对受众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不良广告。 

3.2. 在广告历史发展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 

广告，是社会生活的“透视镜”，是政治生活的“晴雨表”。广告，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既古老而又

新鲜的概念。说其古老，是因历朝历代的发展中都不乏广告的雏形和影子：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古

代社会的旗帜广告、烽火广告，再到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匾额、楹联等文字广告，《水浒传》中“三碗

不过岗”的悬帜广告道尽了酒香酒好，《清明上河图》中“童叟无欺”的墙体广告宣扬着朴素民风，现

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山东济南刘家针铺广告铜版，言简意赅的 28 字不仅说清了产品的工艺和特点，还

精准锁定了消费人群，可以看出宋朝的商业繁华和商贩的宣传意识。唐宋诗词中的茶、酒、名胜风景传

播，中国广告自古饱含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理念，并形成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格和气派。言其新鲜，

是因广告作为一项“舶来品”在发展中不乏尝试、反复、纠结与挫折：从上海开埠到 20 世纪 20、30 年

代的“广告之都”，从“十年浩劫”后的《为广告正名》，到如今世界第二大广告市场的地位，中国广

告人秉承发愤图强、改革开放的革新意识，从中国广告协会的成立到中国本土 4A 广告公司的壮大，中

国现代广告行业的先行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广告发展之路。 
因此，中国广告发展史也是一部丰富而厚重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生活史。在广告历史的教

学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从广告这个新颖的角度去洞察和感受中国社会进程和国家发展，融入家国情怀、

阐述广告人的理想，让学生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历史的悠久绵延。 

3.3. 在广告基础理论中融入社会责任价值 

对大学课堂来说，基础理论教学无疑是课程教学的重中之重。广告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在对市

场认真分析、对消费者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艺术化创作与表达，要坚持广告营销的科学化，就

必须掌握广告学科的方法论，再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积累和修正。在基础理论教学中结合典型案例融入思

政要素，让学生在了解、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同步完成素养的提升。以李宁、比亚迪、华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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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品牌为代表，结合泡泡玛特、蜜雪冰城等新兴国产品牌登上国际舞台，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与

成果，呈现国产品牌在世界市场影响力的提升，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

地位提升。 
在广告调查中强调社会文化的影响，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从南方黑芝麻糊的经典

广告，到《知识改变命运》《中国平安、平安中国》，再到 2019 年《我是谁》，2020 年《阳台上的武汉》，

2022 年《一起向未来》，中国每个发展时期的广告都饱含浓郁的时代精神，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 
在广告目标中强调中国广告价值观，明确广告承担的社会角色不仅是经济活动和营销工具，而是塑

造和引领文化、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在广告创作中，不能急功近利、盲目短视，只追求消费者瞬间的“激

情式”购买，而应该以更长远的目标来指导广告的发展、激发广告的潜力，以此推动商业的长期发展。

长此以往，广告才不会离我们的梦想会越来越遥远，才不会沦为追求短期利益的功利工具。 
在广告定位理论中，以百雀羚、李宁、红旗轿车、蜂花、娃哈哈等传统品牌的转型为案例，找准契

合点，适时推出“国产品牌如何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 USP”课堂讨论，让学生结合案例来总结中国文化

的独特销售主张，引发学生思考，找寻属于中国文化独特优势的过程，从广告基础理论引申到学生对国

家文化、历史及传统的剖析。 
在广告与品牌传播中，结合“后疫情”时代中国广告传播及品牌形象建设的重要趋势和特征，国产

品牌如何提升品牌温度、承担社会责任，将商业价值和公益价值进行结合。华为 Mate 系列“宇航员”广

告将情节化表达与中国“航天梦”结合；农夫山泉“水源”“匠心”系列纪录片式广告直接陈述品牌“自

然水源”的核心卖点；天猫以“上新月”为主题重新赋予“上新”概念，“生活循环往复，却又时刻崭

新”传递着大平台的温度；2022 冬奥会奖牌设计的“中国式浪漫”、实物广告“冰墩墩”的爆火，《北

京八分钟》宣传片在国外的传播，背后是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成果……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在基

础理论中融入思政教育，体现广告人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很好地体现了广告课程思政的“润物无声”。 

3.4. 在广告创作实践中映射家国情怀价值 

不同于广告历史和广告基础理论的方法论属性，广告创作实践是思政教学的转化环节。在广告实践

部分，主要采用“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依托“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平台，引入企业真实项目，

在项目解读和任务布置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作正面、积极、

健康的广告作品。由于大广赛的合作项目多是国产品牌，其中以亟待转型和改革的传统老品牌或认知度

不足的新兴品牌居多，与课程“培养学生改革创新精神，形成和践行中国广告价值观，为中国广告的健

康发展贡献力量”的思政教学目标十分契合。学生在广告创作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国产品牌建设、中国文

化传承的意义，是一种学生主动进行思政学习的有效路径。 
其中，公益命题在竞赛中的加入，能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刻体会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社会责任：2020

年“战役”，2021“理想照耀中国”，2022“我们有信仰”，2023 年“让青春在创新中铸就梦想”，公

益命题着力探讨当代大学生应该承担的角色，应该拥有的理想和信念，教师在解读命题的引导中，学生

在对命题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都对“理想”“信仰”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非是空洞的口号和苍白的

文字。 
在广告创作实践中，学生可以切实思考中国品牌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跨文化传播”，真正地

“走出去”，深刻理解“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最终，学生在市场分析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在广

告主题中提炼了什么主题，最终形成了什么样的创意，产出了什么样的成果，作品中传递了什么样的价

值观，能直接反应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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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路径的实施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的必要举措，而广告学作为一

门专业课程，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课程思政”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目标。在课程中选择合适的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体系，采用合适的方式加强思政教育力度，适时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正确地引导，

让学生学会理性分析流行广告文本，将家国情怀、等内容融入到广告创作实践中，为社会创作出内涵丰

富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精神文化内容，才能充分发挥出广告学在课程体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

极作用。 
最后，笔者认为专业课程“课程思政”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多样化、细致化的，立足于《广告学》课

程，可以进一步探索广告学与“课程思政”教学路径融合的更多实践案例，推动广告学教育的不断创新

和进步，为培养具有高度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广告人才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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