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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组织行为学》课程实践研究
田　芳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国家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发展，为了实现三全育人格局的发展和完善，

国家也投入了大量资源。在现阶段，《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s）》必须结合大学生发展实际，让他们在

成长过程中能够实现综合素质的不断强化，不仅如此，也要让他们具备家国情怀，愿意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贡

献力量。在当今大学生校内求学的主要阶段，是学生自我意识迅速萌芽、发展并逐步趋于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高校

学生，思维认知的改变是巨大的，因此，此时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引导，培养大学生端正三观，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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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国家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立德树人这一概念作为

我国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奋斗目标需要被真正贯彻落实的日

常教育活动当中。教育工作者要充分结合自身教育的实际工

作，同时坚定政治立场，充分考虑如何开展“立德树人”的

实际教学活动，丰富和完善“立德树人”与专业课程、实践

课程等教学过程建设方法和手段。

要想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稳步提升，那么就需要重视课

程改革这一重大的发展机遇，高度重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这一方向的发展，构筑三全育人大格局，《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展现出

极为突出的作用，应该肩负起当代大学生核心素养的构建和

家国情怀的培养的重要任务。这一课程的有序开展，能够让

成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够紧跟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让管理者能够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对组织中的个体行为进

行科学的认知，并且动用各类资源实现组织的协调发展。

2《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s）》课程

思政实践研究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组织行为学课程的主要

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个人行为、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相关理

论，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对上述理论进行灵活的运用，从

而掌握理论知识，欣赏实践的应用价值。

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课程思政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

它能够实现组织行为和专业课程思政的紧密结合，在中也高

度重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教师在新时期发展过

程中，需要结合自身教学设计，开拓创新，在教育教学工作

的全过程发挥自身作用。要让学生能够结合辩证的思维来看

待问题，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形成辩证的唯物主义观念，

除此之外也要强化学生综合素养，让他们在应对各类挫折时

能够不骄不躁，不慌不乱。

教学团队计划在教学实践中做以下课程思政的尝试：

2.1 一个中心 -- 即以学生为中心

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管理专业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他

的课程体系开始注重青少年认知以及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培

养，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高度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贯彻落

实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奋斗理念，对青少年学生在现阶段发

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诸多特质进行深入探究，并针对其中的

诸多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让青年学生在成长过程中

能够始终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

2.2 双线并进 --达成“组织行为管理与学生自我管理”

在开展教学设计工作过程中，需要结合如下两个发展方

向，首先需要对组织管理学的行为理论和知识进行传授，其

次需要对学生积极引导，让他们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在步入社会之后做更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

同时。结合课程内容的体系来对每一章节的发展方向进

行思考，逐章循序渐进，每一章的内容都能发扬光大，在被

上述内容进行学习之后，学生可以结合上述两个角度来对知

识点进行连接，对组织行为的相应理论进行掌握，最终构建

更加完善的知识体系。

2.3三位一体--树立“价值塑造、能力提升、知识传授”

的教学理念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对清华大学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教学

理念进行了深入探究，在新时期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过程中，

首先需要将价值塑造目标进行全方位的体现，教学生的责任

意识进行激发，确保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在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其次，在发展

过程中强化学生能力，结合生活实际，从社会的主要需求出

发，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妥善处理自身遇到的诸多问题。

再次，注重知识转移，组织行为这门学科涉及的理论极为丰

富，因此不仅需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也要重视相应理论

的把握，也要结合时代特性，与时俱进。

3 教学实践中主要突破与创新

3.1 转变教学方法，突出研讨的重要作用，对学生的反

馈进行跟踪 

将传统课堂改为教师主导、学生讨论辅助教学方法。教

学课堂改革后，学生主要讨论，每套“有问题要学”，让有

问题的学生，进行研讨会；教师以教学为辅，注重为学生提

供思想、教学方法，解疑解惑，引导进一步思考；穿插小组

练习活动，课后参观当地蒙牛伊利等示范企业，提高学生认

知水平，激发团队精神。

3.2 将专业知识与传统文化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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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时，需要

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让他们

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运用这一方式也能够对学生的文化自信进行强化，例如教师

带队组织行为医学的理论渊源，进行教学时，可以同时讲述

儒家经典中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等观点，运用这一教学方式，能够确保之后培养的管理者具

备以身作则的特性，能够团结组织体系内的所有成员。结合

上述研究也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让学生对专业知

识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于文化自信的处理意义重大。　

3.3 从单纯管理案例转变为管理 +思政案例

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中，通过灵活运用典型案例能

够确保组织行为这一内容的教学更加顺利，运用这一模式也

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让他们能够在今

后发展过程中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选择的是华为这一例子，这一企业

在我国信息领域居功至伟，一方面，学生应该学习自己的管

理风格，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学生对华为的在其他国家的表

现进行探讨，让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寻找案例时，尤其可引用以民族企业和优秀人民代表

为主要案例，如国产电子行业领军企业“华为”、本土餐饮

示范企业“西贝”、“两弹元勋”邓稼先、“时代楷模”黄

文秀、抗击疫情的逆行者等等，利用此类案例进行引导教学，

能够让学生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实。

3.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激发学生活力

充分利用已建立的在线课程库，在上课时间进行课前预

览和课后整合，并在疫情爆发期间进行在线教学。高度重视

创新的重要作用，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对历史进行正确

的分析和判断，并且结合自身立场提出自身看法。通过课前、

课中、课后三个教学环节，将教师在课堂上的介绍与学生课

后自学相结合，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又能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

3.5 多样化课程考核方式

借鉴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和经验，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收

集和整理自己的教材，根据主题独立演讲，成为课程考核体

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增强了课堂的活动性，而且使学生成为

课堂的主体，对于学生逻辑思维以及口头表达等诸多能力的

强化意义重大。

4 总结

在国家课程思想和政治建设精神的指导下，《组织行为

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s）》积极寻求各种方式，突

破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的孤岛，努力将 " 立德树人

" 带入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的组织行为教学。我们将继续

推进课程思想政治建设，确保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当中能够融

入更多的思政要素，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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