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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教学模式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以《管理学原理》为例

柳　青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广东 肇庆 526600）

摘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本文主要从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网络资源的充分运用以及参

与式教学模式的课堂应用等三个方面对《管理学原理》进行课程思政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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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教高〔2020〕3 号）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但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专

业课程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课程思政案例挖掘的深度和

广度不足等。笔者针对以上教学痛点进行了课程思政改革的探索

与实践。

一、以管理四大职能为主线，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一）计划职能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1. 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政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不乏与计划职能相关的内容。比如

决策环节中，可以结合《孙子兵法》中“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

可愠而致战”的内容，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组织文化、组织历史、

决策环境以及决策者对决策的影响，还能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

汉朝刘向《说苑·建本》“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以设疑的方式引起学生思考，

比如“你有没有学习计划？包括怎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你

在大学阶段的目标是什么？”“你有没有制定人生规划？”“你

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2. 在企业发展中挖掘思政元素

讲述著名企业家制定战略和进行决策的过程，启发学生创新

创业，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华为麒麟芯片事件说明企业具备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启发学生要注重

培养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强化计划重要性，将时间管理方法渗透到课程教学。以企业

的年度、季度、月度计划为案例，鼓励学生做学期计划、月度计划、

周计划和日计划等，引导学生细化目标，将小目标融入每日行动中。

引导学生运用SWOT分析法对自己大学生活进行规划、对个人3-5

年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

3. 在课堂游戏中挖掘思政元素

“加油站决策游戏”中，学生通过同时涨价、同时降价、一

涨一降等方式获得不同收益，使得学生在进行游戏过程中体会决

策的概念、决策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同时强化学生的诚实守信的

道德品质。

4. 在影视作品中挖掘思政元素

《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在面对分店出售假麻油的时候，严惩

当事人，回收假麻油，同时同量赔偿，最终赢得客户的信赖。学

习决策内容，同时引导学生诚实做人、诚信做事，方能立于不败

之地。

（二）组织职能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从食品安全事件中体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塑造学生的责任

心、道德观；以著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怀为例学习企业文

化建设；以华为的组织架构为例学习企业的组织设计。以组织实

行层级化与部门化管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为内容，引导学生讨论

自己在组织结构中位置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激发学生不断进步。

（三）领导职能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1. 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政元素

汉朝王符《潜夫论·释难》提出的“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

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的“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2. 在社会事件中挖掘思政元素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的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他的人

生经历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

核潜艇精神，帮助学生理解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3. 在影视作品中挖掘思政元素

电影《战狼》2中冷锋高举套在手臂的国旗穿过交战区片段

引导学生学习需求层次理论，引发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

（四）控制职能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1. 在社会事件中挖掘思政元素

将思政教育与社会热点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与课程或者专业相关的

时政事件，然后加强与思政教师之间的交流，寻找社会实践之中

所蕴含着的思政育人元素。

比如，在强化学生爱国素养的过程中，教师给学生普及我国

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以及航空母舰事业的发展。在强化学生文化

自信的时候，教师可以给学生列举我国剪纸文化被英国博物馆收

藏。在强调工匠精神的时候，可以列举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

紧守留守儿童，关注他们身体素质以及心理素质的发展。在“理

想信念与意志责任”这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优秀的科学院

士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包括袁隆平、邓稼先等优秀的科学家，

让学生通过了解这些科学家的生平事迹，感受科学家吃苦耐劳、

刻苦钻研的优秀品质，直观地体会真正的工匠精神，为培养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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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奠定基础。

2. 在个人发展中挖掘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嵌入人生风险控制知识，充分做好事前控制，防范

风险和错误，在目标执行过程中，定期检查与纠偏，事后总结经

验与不足，为实现更高的目标奠定基础。

二、以网络资源为抓手，拓宽学生思政视野

“互联网 +”时代，各种教学资源唾手可得，教师要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不断拓宽学生的视野。现就部分网络资源举例（见

表 1）。

表 1 课程思政网络资源举例

资源形式 举例

纪录片

《大国崛起》《大国重器》《中国智慧》《美国工厂》《世

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中国》《国家工

程探秘》《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大国工匠》

影视剧

《厉害了，我的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父辈》《建党伟业》《战狼》《红海行动》《十

月围城》《八佰》《建国大业》《决胜时刻》《集结号》

《冲出亚马逊》

App 学习强国

三、以参与式教学为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将参与式教学方法融入课堂教学（见表

2），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参与度和学生获得感。

表 2  参与式教学方法的课堂运用举例

教学方法 课堂活动

课堂讨论

在决策原则学习中，以“校园贷”为主题展开课堂讨论。

通过讨论学生一致认为在做决策时也要量力而行，“抵

制校园贷，远离校园害”，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头脑风暴 讨论“如何减少塑料垃圾”，保护绿水青山。

角色扮演
在“人力资源配置与管理”中，安排招聘环节，由学生

组成招聘面试团，模拟面试过程。

情景剧

在领导的激励理论章节中，以“公平理论”为主题设计

情景剧，由学生扮演角色、学生参与评价，通过表演引

导剧情发展，深化参与者和学生观众对理论的理解和把

握。

课堂游戏

在“决策概述”中，通过引入“加油站决策游戏”的方式，

将学生放置在真实的管理工作环境中，加深对决策概念、

决策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强化学生的诚实守信的道德品

质。

课堂辩论
每学期安排四次课堂辩论赛，所有辩题围绕管理学知识

展开。

视频案例

分析

通过观看中国高铁“复兴号”视频片段案例，引导学生

思考讨论创新、知识产权、国家发展等主题内容。

课外访谈

在“管理基础知识”中，为了加强学生对管理者技能与

素质的分析，以“与管理者面对面”为主题，安排学生

对特定管理者进行访谈，访谈结束后形成访谈纪要并在

班级中进行汇报。

分组教学
所有的课堂活动均以小组形式展开，方便进行组内讨论

以及组与组之间的竞争意识。

课外实践

在“管理基础知识”中，以“加深相互认识、人人都是

管理者”为主题，组织学生进行“破冰之旅”团建活动、

“新生面对面”晚会等活动，学生分工合作，体会管理

的职能，提高管理的能力。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课程思政是落

实立德树人理念的重要途径。在课程思政实施的过程中，教师要

不断改进教学策略、深度挖掘思政元素，不断提高育人质量。在

课堂上善用中国智慧，将课程知识点与思政要素进行有机结合。

将课程知识与中国故事、时代特点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爱国主

义精神。同时，教师还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养，用更加丰富

的理论来教育学生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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