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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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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作为新时期提出的全新育人理念，通过专业课与思政课的融合，形成协同育人的效用，可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

价值引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而更好的落实立德树人的目标。为进一步加强管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力度，分析当前管理学课程思政建设

不足，提出具体的优化策略，以期为管理学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全面提升管理学课程思政育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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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education	concept	proposed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rm	the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hich	can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rough	value	guidance	
while	impar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so	as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nagement	course,	analyz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nagement	course,	propose	specif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teaching	work,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nagement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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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管理学作为面向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的学科，课程目标主要

是传递管理理论，培养学生管理技能，将学生打造成为复合型的人

才。面对以往专业教学中，存在的职业素养培育力度不足等问题，

加强管理学课程思政建设，通过挖掘课程中的思政要素，发挥学科

协同育人的效用，推动学科建设的同时，达成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一、高校管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

（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体现

新时期背景下，社会矛盾的加剧，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使

培养什么样人才、怎样培养人才、为谁培养人才，成为高校教育必

须要回答好的问题，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思想的健康

发展更为迫切。在各学科落实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成为新时期时代赋予思政课程的全新使命。管理学这门课程，

是专业核心的课程，这门课有着较强的时代感，与国家经济政策和

管理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责无旁贷的承担起课程思政建设的重

要责任。只有在管理学专业教学中，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在学

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锤炼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必备的技

能和素养，培养出更为具体管理能力，以及完整人格的高素质人才，

才能使高校毕业生快速的融入到就业环境中，在就业竞争中取得突

破，实现良好的就业。教育工作者面对新的要求，需要融合知识传

授、能力发展、价值引领的目标，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要素，链

接管理理论和实践，增加学生对知识的感受性，在学生获得理论学

习基础的同时，能够促成追求卓越的态度，以及不断进步的思维习

惯，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好地体现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优

势，以及推进三全育人的重要意义。

（二）是管理学课程建设的重要推手

管理学课程内容中理论知识和管理学概念众多，在传统教育

理念的指导下，教师更多的将教学要点放置到理论知识讲解上，以

管理的四大职能为主线，向学生灌输管理思想。这种过于枯燥的授

课内容，以及被动式学习的方法，使学生学习体验感不足，管理学

课程实施的效果甚微。如何更为科学的开展教育工作，将智慧化的

管理理念传递给学生，培养学生处理公共事务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成为管理学课程建设主体目标，也是管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突破点。

在落实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以专业课程为基础，将思政理论潜

移默化融入到教学内容中，让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自然生长，增

加学生对思政理论的理解程度，使思政教育入脑、入心、入行。结

合思政理论和管理学知识，设计出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发挥思政

要素浸润心灵的作用，可有效弥补管理学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在

理论课堂之外，开拓出新的育人空间，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理论基础

的同时，培育深厚的人文情怀，从而推动学生健康成长，达成管理

学学科建设的整体目标。

二、高校管理学课程思政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管理学课程思政的建设，需要将思政理论融入到管理学专业

教学中，发挥思政知识清润学生心灵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

生的思想和行为，使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实现自身学科素

养和品质的良好发展。但是，由于缺少工作经验，使管理学在如何

挖掘思政要素、怎么融入思政要素等方面，还存在较多的困惑和问

题。首先，针对管理学在课程思政要素构成的问题，教师缺少系统

化的教学设计，虽然对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要素有着一定的认知，但

是忽视教学设计，更加重视专业知识的讲解，使思政要素的呈现较

为生硬，更多的是知识的相互堆砌，或者象征性地表述，使管理学

中课程思政的落实还停留在说教层面，难以发挥课程思政育人的成

效。其次，课程思政融入的路径单一，课程思政成果不够显著。课

程思政要素众多，根据不同的内容，需要选择不同的教学途径，使

思政要素能贴合管理学内容，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

但是现实情况是，在理论课程中思政要素挖掘过多，在实践环节中

对思政要素的融合不足，课程思政人文关怀的作用难以发挥。由于

管理学自身的实践教学活动过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教师很少将课

程思政要素进行立体化的展示，更多的是案例的方式出现，课程思

政元素的融入不全面，难以是思政育人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难以达成新时期下全新的育人目标。

三、高校管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对策探讨

（一）深入挖掘管理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构建基于课程思政

的教学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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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校管理学课程思政建设，可通过深入了解管理学课程

中蕴藏的是一种元素，整合各方私人教育资源、丰富管理学教学内

容体系，落实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紧密结合

当前我国发展实际，深入挖掘教材中与社会中的思政育人元素，构

建基于课程思政的管理学教学内容体系，丰富教学素材，开拓学生

的知识视野，增强其知识储备，切实提高育人效果。

一方面，深入挖掘社会中的思政教育元素。管理学专业课教

师可通过积极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手段，深入互联网平台中深挖

有关管理学课程的思政育人元素，将其整合制作成视频、音频、动

画等多媒体课件，构建教学资源库，定期做好更新和完善，保证教

学资源的与时俱进。比如，深入挖掘当前，全民抗击新冠疫情中蕴

含的组织职能思政元素，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可以组织

起全国力量，全民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体现出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

的组织职能。以及在疫情控制中，许多人舍小家、顾大家，充分体

现了优秀职业道德水平与伟大精神。利用此类教学资源，增强学生

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

教育元素。比如正好在讲解管理学理论基础课程是，可针对性导入

我国儒家的《论语》、兵家的《孙子兵法》等国学经典，深入挖掘

这些国学经典中的优秀思想，对学生展开思路将元素。还可融入社

会前沿发展趋势，如社会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真实案例，

提升管理学课程内容创新性时代性，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

（二）以课程思政为导向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管

理学学习积极性

以课程思政为导向，积极创新管理学课堂教学模式，对于激

发学生学习管理学相关知识的积极行为主动性，促进学生成长成材

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积极采取问题式探究学习法、

中国传统故事讲述教学法、革命史案例资源导入教学法等多样化教

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教学氛围，体现思政理念教

育作用，发挥隐性思政育人优势，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第一，采取问题式探究学习方法。需要充分体现学生课堂主

体地位，打破教师单一知识传授教学局限，围绕教学重点知识提出

学习问题，引导学生以问题为导向，以小组合作为学习形式，通过

利用网络搜索相关资料，查阅图书文献，探索问题的解决办法，提

高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探究

欲望。

第二，采取中国传统故事讲述教学法。比如，在讲述决策过

程与影响因素，这一章节是，可通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学生讲

述《孙子兵法》中“的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的论述，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环境、组织的历史、决策者特点、组织文化等因

素对决策的影响，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增强学生文化自信。还

可在讲授激励理论知识时，导入“刘备与诸葛亮”的历史故事，引

导学生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故事中的“信任激励”力量。

第三，采取革命史案例资源导入教学法。在讲述“计划”相

关知识内容时，可借助信息技术与多媒体设备，以视频、音频、动

画、短篇的形式，为学生讲解党从“一五”期间到“十三五”期间，

坚持作计划与规划而取得的成就等革命史案例，帮助学生加深对计

划的理解。还可在讲解“人员配备”知识时，为学生讲述毛泽东主

席在解放战争时期运筹帷幄，创办特区、抗美援朝、指挥三大战役

时选择将领的案例，能够更好地落实党史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促使

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

（三）充分发挥社会实践教学模式育人作用，有效落实理论联

系实际教育模式

社会实践教学作为管理学课程教学的重要部分，对于引导学

生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进行的实际，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

和记忆，深化学习效果，丰富实践经验，体会课程知识中的思政元

素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提高对社会实践教学作用的重视，调

整实践教学课时比例，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教

学活动，实现课程思政教育在管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全面渗透和落实，

让专业课堂“动起来”。一是将实地现场调研、案例开发、学术研究、

课堂教学与教材建设串联起来，从实践中提炼理论案例，通过案例

扮演、案例分析、案例启发，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二是从课程思政角度出发，鼓励学生参观当地红色教育基地，接受

革命教育的洗礼 ；深入社区，聆听社区抗议故事，体会中国管理的

伟大 ；带领学生参加三下乡活动，感受贫困地区的困难，理解国家

出台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针政策的重大意义，提升学生社会参

与感与社会责任感。

（四）注重提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助推管理学课程思

政教学落到实处

为更好的在管理学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必须要

注重提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能力，加大对教师的职业培训，

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助推管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落到实处。首先，

定期组织开展以课程思政建设为专题的学术座谈会、研讨会、专题

讲座，聘请知名专家、教授、课程思政专研学者到校内为管理学专

业教师提供更加专业、前瞻、丰富的指导和培训，不断增强管理学

教师课程思政知识储备，提高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视。其次，

知道教师通过外出参观学习、挂职锻炼、进修等方式，向有经验的

同行学习请教，结合本校实际探索更加有效的课程思想建设办法。

有意识的在管理学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作业布置等方面

提炼思政元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结语

总而言之，在管理学中落实课程思政，是达成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主要路径，也是管理学课程建设的必然选择。由于课程思政

要素众多，在管理学的应用，还需要进行具体的教学规划设计，而

教师经验不足，对课程思政建设的不重视，使很多思政元素的融合

流于形式，难以真正的发挥协同育人的作用。对此，需要深入挖掘

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构建起完善的学科内容体系，并以思政为

导向，优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增加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在

思政和专业课教学融合发展中，促进学生理论学习效果的提升，并

在发展自身知识基础的同时，能够实现学科素养和品质的提升，从

而真正的达成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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