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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将职业能力标准充分结合到教学内容中，把职业能力标准细分为知识目标(应知)和能力目标(
应会)，并以之作为商品学教学的培养目标，同时把这些目标融合到基于商品学相关工作过程而划分的
任务中去，然后通过这些任务的驱动，真正让学生掌握真实商品学相关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掌握
相应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
这样的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就有了很实在的内容，而不再只是停留在一个概念上。
　　编写过程中，在不改变核心理论的前提下将知识内容进行了重组，真正做到了“必须与够用”，
使理论的基础地位变为对实践操作的服务地位。
　　按作业流程全书分为三大模块、十三个项目、三十八个工作任务。
模块一是走进商品，它是基础篇，主要任务是熟悉商品相关的基本概念、认知不同的商品，为后续任
务做好相关知识准备。
模块二是商品岗位技能，该模块是课程的核心内容。
通过任务驱动及一系列的技能任务，来训练学生的商品相关岗位技能，强调对岗位职业技能的训练，
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完成或者与他人合作完成甚至指导他人完成具体任务。
模块三是商品成本与绩效管理，它是课程内容的延展，用来提升学生的能力，是为了学生在未来的若
干年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知识储备。
　　本书是一本较为完整地编述商品学原理与实务的专著，适合高职高专营销类专业、经济类专业、
工商管理类专业及相关专业选用，更适合作为从事商品在职人员的工作实践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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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商品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古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不断扩大，从而出
现了商人和市场。
春秋战国时期的《禽经》、唐朝的《茶经》、宋朝的《荔枝谱》以及明朝的《本草纲目》等，都记载
着与商品生产加工与经营有关的知识。
其中，公元767年陆羽的《茶经》，可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商品学著作。
　　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海外贸易频繁，市场竞争激烈，经营手段相对复杂，客观上需要一批熟悉商
品产地、性能与检验的专业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为商人服务。
旧时代的旧学堂教育相对来说不能造就适合需求的人才，所以商业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1902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在当时的经济课程中把《商品学》设置为必修课。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教育对商品学的重视。
从那以后，我国的商品学逐渐发展。
为了商品学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一些商品学的教材。
例如我国早期出版的《商品学》、《商品学研究通论》等。
　　中国经过长久的战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才得到了复苏。
这就给商品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从1950年开始，我国在高等财经院校设立商品学教程。
1954年，当时的商业部所属的中等职业学校在会计、统计等专业设置了《商品学基础》课程。
1956年，原商业部专门创建了商品学系与专业，其目的明确，力在培养一批商品学专业技术人才与编
辑商品学书籍的人才，着力发展商品学。
　　近代我国商品学的发展受到国外研究的影响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商品学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一是偏重于商业，或者说是生活资
料商品学的研究；二是偏重于自然属性与技术的研究。
因为当时计划经济不能把生产资料列为商品行业，所以这就使得研究生产资料商品学成为当前市场经
济体制下的新课题。
　　我国商品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基本特性。
　　（1）我国商品学的研究基本上循前苏联的轨迹，即计划经济的模式，所以中国商品学与国际的
接轨产生了困难。
文化大革命时期商品学要想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制也作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
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市场非常活跃。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供不应求，所以很多人不重视质量，只关心商品的有无，这给商品学的研究带来
了很多的障碍，使得商品学的发展衰落，导致不少商人在商战中下马。
商品学的研究对于技术与经济都具有非凡的效果。
　　（2）我国商品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专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深入、有效的成果
。
但是从商品学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需要看，仅仅在技术方面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所以深入研究商
品学势在必行。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商品学的发展更加活跃，商品学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实践上相对来说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商品学在各个高等经济类以及其他院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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