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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教学中案例适用性调查
招书考　安　娜　张雪佳　沈爱群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江苏 昆山 215300）

摘要：为实证《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教学中案例的适用性，促进案例教学法的推广提供实证依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学生 对《人

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教学中所用案例的态度和看法，并分析其在教学中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作用。经调查，在 112 名被调查者中，认为案

例教学适用的占 90.17%，认为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案例对教学效果有支撑的占 85.71%；在 2020 级、2021 级同学中喜欢案例教学的占比分

别为 66.67% 和 92.11%；在案例教学在《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教学中效果的影响因素调查中，2020 级和 2021 级的学生分别有 91.67% 和

85.53% 的同学选择了“案例的选取和设计的合理性”，80.56% 和 53.95% 的同学选择了“教师的实践经验”， 61.11% 和 78.95% 的同学选

择了“教师对案例的把握程度”。调查表中采用李科特五分制法评价《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案例教学在提升 9 项能力方面的作用大小，

结果显示，各项得分都大于 3（1 表示作用很小，5 表示作用很大）。其中 2021 级同学对“对应变能力的培养”“对沟通能力的培养”两

项评分最高，分别为 4.47 和 4.43。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案例教学在《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教学中很受欢迎，作用明显，应该通过案例库建设、加强对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现场的培训等措施推广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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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有其悠久的历史，据记载案例教学这一教学方式最

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在哈佛大学中被创立和运用。直到 1908 年，

其被运用于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旨在培养高

素质的行政管理人才。

案例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用现实中具有代表性的案

例来丰富教学内容，案例的引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

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的目的。同时，学生在分析案例时能

引发他们的思考，学生在思考的过程就是思维能力提升的过程。

案例教学的应用能帮助学生更好了解社会中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管

理职业的需求，以便学生更好提升自身能力，以满足社会竞争。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以其深厚的理论根基、丰富的实践内

涵及严谨的学术态度著称，而当前“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则

为这一传统学科的教学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有效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兴趣，必须采用更加开放、体验式且紧密贴合

实际的教学方法。

尽管案例教学作为一种经典教学法具有重要地位，但鉴于《人

力资源管理》的独特性以及高职院校学生群体的特殊学情，探索

并实施基于项目化的案例教学法显得尤为关键。本文旨在通过调

研学生对项目化教学中案例应用的态度、案例教学所发挥的具体

作用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为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进一步

推广和优化案例教学法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与参考依据。

一、调查对象及调查目的

调查对象来自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管理学院 2020 级和

2021 级的学生，《人力资源管理》是他们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的

专业课程。其中 2020 级学生主要采用讲授法授课，2021 级学生采

用基于项目化的案例研讨教学，问卷通过两者的调查并进行对比，

以期调查案例的适用效果。

二、问卷的制作发放及统计分析

（一）问卷的制作发放

问卷的主要有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是项目化教学案例的适用性调查，第三部分是影响案例

适用性因素的调查，第四部分是案例对提升学生能力的调查。问

卷包含 21 个选择题，填写平均需要用时 2 分钟。

（二）统计分析

本次调研借助问卷星平台精心设计问卷，并在调研启动前，

通过管理学院学生社群进行了全面动员，确保每位同学充分认识

到参与调研的价值与意义。随后，利用问卷星系统广泛发放问卷，

同时积极鼓励学生积极响应，认真填写。完成收集后，我们从问

卷星平台导出了所有问卷数据，并采用 SPSS 22 这一专业统计软

件进行深入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对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以及他们对

案例教学参与后的收获与态度等核心指标，采用了均值 ± 标准差

（x±s）的方式进行量化描述，以全面展现受访者的整体特征与

反馈。

接着，针对 20 级与 21 级学生群体，我们特别就他们对案例

的喜好程度、案例教学对知识获取的助力、案例的适用性以及对教

学支持的程度等维度，进行了非参数检验中的秩和检验（Rank Sum 

Test），以探究两个年级间在这些关键指标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我们还对影响项目化案例教学效果的潜在因素进行了

详尽的对比分析，并借助统计检验方法识别其显著性。同时，对

于项目化案例教学所发挥作用的评价，我们实施了 t 检验，以科

学评估其教学效果，并设定检验水准 α 为 0.05，确保结论的可靠

性与准确性。

三、调查结果

（一）问卷回收情况

本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12 份，本次调查其中 36 位 2020 级

同学和 76 位 2021 级同学，其中全程参与教学方法改革的 2021 级

同学占 67.86%。

（二）案例教学评价的结果

在参与调查的 20 级和 21 级学生中分别有 66.67% 和 92.11%

的同学喜欢案例教学，经秩和检验，他们对案例喜欢的程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Z= － 3.03，P=0.002），分别有 88.89% 和 90.79%

的同学认为案例在教学中对收获知识有帮助，他们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Z= － 2.53，P= 0.011）; 分别有 88.89% 和 90.79% 的同学

认为项目化教学中的案例适用性很好，案例适用性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Z= － 2.36，P=0.017）; 分别有 75% 和 90.79% 的同学认为

案例教学对教学效果支撑程度很大，对教学效果支撑方面的差异

也有统计学意义（Z= － 2.38，P=0.0 17），见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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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对项目化教学采用案例的评价结果

维度 对象

程度

非常不好 不好 一般 好 非常好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喜欢程度
2020 级 1 2.78% 0 0.00% 11 30.56% 16 44.44% 8 22.22%

2021 级 1 1.32% 0 0.00% 5 6.58% 24 31.58% 46 60.53%

对收获知识

的帮助

2020 级 0 0.00% 1 2.78% 3 8.33% 22 61.11% 10 27.78%

2021 级 0 0.00% 0 0.00% 7 9.21% 22 28.95% 47 61.84%

适用性
2020 级 0 0.00% 0 0.00% 4 11.11% 19 52.78% 13 36.11%

2021 级 0 0.00% 0 0.00% 7 9.21% 24 31.58% 45 59.21%

对教学效果

支撑程度

2020 级 0 0.00% 6 16.67% 3 8.33% 18 50.00% 9 25.00%

2021 级 0 0.00% 0 0.00% 7 9.21% 28 36.84% 41 53.95%

表 2  学生对项目化教学采用案例态度的比较秩和检验结果

维度
描述性统计结果

统计 秩和检验结果

喜欢程度
Z -3.03

P 0.02

对收获知识的帮助
Z -2.53

P 0.011

适用性
Z -2.39

P 0.017

对教学效果支撑程度
Z -2.38

P 0.017

（三）影响《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案例教学效果的因素

在 影 响 教 学 效 果 的 主 要 因 素 调 查 中， 分 别 有 91.67% 和

85.53% 的同学选择了“案例的选取和设计的合理性”，选择“教

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同学分别占 80.56% 和 53.95% 的，

61.11% 和 78.95% 的同学选择了“教师渗透案例的能力”，见表 3。

表 3  影响项目化案例教学效果的因素分析

影响项目化案例教学效果的因素
20 级学生

x2 值 p 值
21 级学生

x2 值 p 值
选择人数 占比 选择人数 占比

案例选取和设计的合理性 33 91.67% 25 0 65 85.53% 38.368 0

教师的理论水平 20 55.56% 0.444 0.505 49 64.47% 6.368 0.012

 教师渗透案例的能力 22 61.11% 1.778 0.182 60 78.95% 25.474 0

 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29 80.56% 13.444 0 41 53.95% 0.474 0.491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创新性 11 30.56% 5.444 0.02 36 47.37% 0.211 0.646

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24 66.67% 4 0.046 42 55.26% 0.842 0.359

学生对案例背景的了解 16 44.44% 0.444 0.505 31 40.79% 2.579 0.108

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20 55.56% 0.444 0.505 37 48.68% 0.053 0.819

（四）《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案例教学作用的评价

在针对项目化案例教学对提升九项能力影响的调研中，我们

采用了李科特五分制评估法，结果显示所有九项能力的得分均超

过了 3 分，这表明项目化案例教学在提升这些能力方面发挥了较

为显著的作用（其中，1 分代表作用微乎其微，而 5 分则代表作

用非常显著）。其中，21 级同学对“应变能力的培养”“对沟通

协调能力的培养”两项评分最高，分别为 4.47 和 4.43，而 20 级同

学在这两项的评分分别为 4.31 和 4.36，他们评分最高的项目是“对

掌握课本基本理论的培养”，t 检验显示上述两项评分差异都无统

计学意义，见表 4。

表 4  教学案例对教学作用的得分

序号 作用 2020 级 2021 级 t 值 p 值

1 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4.33 4.38 -0.30 0.76 

2 对信息收集能力的培养 4.36 4.39 -0.22 0.83 

3 对决策能力的培养 4.31 4.38 -0.49 0.63 

4 对计划组织能力的培养 4.31 4.39 -0.56 0.58 

5  对沟通协调能力的培养 4.36 4.43 -0.49 0.62 

6 对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4.36 4.39 -0.21 0.83 

7 对掌握课本基本理论的培养 4.39 4.41 -0.13 0.90 

8 对基本业务操作流程的培养 4.33 4.41 -0.48 0.63 

9 对应变能力的培养 4.31 4.47 -1.1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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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结论

鉴于案例教学以其高度的实践性、明确的能力培养导向以及

强大的综合性特征而著称，它与《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所蕴含的

理论深度、广泛的应用性及综合多学科知识的特点高度契合。从

理论上分析，案例教学无疑是《人力资源管理》教学的理想选择，

能够有效促进教学效果的优化。本次调研则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

出发，深入探讨了项目化案例在《人力资源管理》教学中的实际

应用效果，验证了其作为教学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首先，本次调查取得的显著成果在于，超过 89% 的受访者一

致肯定案例教学法在《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教学中的适用性。

特别地，通过对 2020 级与 2021 级学生这两个独立样本的深入分析，

我们发现两者在对此教学法的看法上并无显著差异，这充分证明

了案例教学法获得了跨年级学生的广泛认可。

其次，关于项目化教学案例的内容，其受欢迎程度令人印象

深刻，超过 82% 的受访学生表达了对案例内容的“比较喜欢”或“非

常喜欢”，这一高比例反映出学生们对案例教学抱持着极其积极

和正面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将极大地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

再者，案例教学法在《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化教学中的实施

效果亦令人鼓舞。尽管认为效果“很好”或“比较好”的比例尚

未达到 90%，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位学生选择“比较不好”

或“非常不好”，这足以证明该教学法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

最后，案例教学法在提升学员各项能力方面的作用尤为显著。

鉴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对于未来职场实践的深刻指导意义，如何

运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正是案例教学法相较于

传统讲授法的独特优势所在。通过案例教学法，学生们能够更好

地掌握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

基础。

本调查显示，大多数同学认为在人力资源管理案例教学中收

获较大。被调查者认为案例教学法在人力资源管理案例课堂教学

中对于提升“应变能力的培养”和“对沟通协调能力的培养”有

显著作用。基于项目化的案例教学方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人力资源管理教学过程中得到了佐证。

但是，相对来说同学们对人力资源管理案例教学的效果满意

度不高。本研究通过教学的两个主体因素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进

行调查，针对影响的案例教学效果的因素进一步调查分析。通过

调查分析发现，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案例的选取和设计、教师对

案例的把握程度相对更加重要，这也说明了案例教学中教师的主

导作用应该得到重视。

五、调查结论的延展

（一）职业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的适用性

我们都知道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中最具有能动性的管理

环节，无论是进行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员工招聘与培

训都需要从业人员有具备很强的计划能力以及沟通能力。这样的

职业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要求较高，这就需要高职院校为企业培

养综合型高素质人才，自然要求具有实践性、应用性。因此人力

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中要注重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

力，案例教学的优势就显得特别突出和明显。

（二）高职教育的特点决定了案例教学的适用性

高职教育聚焦于学生职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深度锻造，其核

心目标是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以及服务等领域的一线岗位，

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开拓精神的专业技术人才。案例教学不仅能

够满足高职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目标，还能够增强课程

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促进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加强与企业合作

的桥梁，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因此，在高职

教育中广泛应用案例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

案例作为教学的工具和载体，它的选择要统筹考虑到课程的

教学目标、案例的难度、教师的教学水平以及学生对案例的熟悉

程度等因素。人力资源管理体现在复杂性、多边性与实践性的交

织之中。它要求管理人员不仅需扎实掌握深厚的理论知识体系，

更需具备将理论灵活应用于实践，解决实际工作中复杂问题的能

力。这种双重能力的结合，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对专业人才的核

心要求。案例作为真实或模拟的工作场景，能够直接反映人力资

源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身临其境”，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

案例教学不仅仅是对理论知识的简单应用，更是一个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和讨论，学生可以

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能够发现理论知识在

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这种教学方式能够促使学生不

断反思和总结，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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