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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视野下传统文化与“管理学”课程嵌入式 

教学改革与实践初探 

——以四大名著为例 
牛文娟 

（宁夏理工学院  宁夏石嘴山  753000） 

【摘  要】“管理学”课程是一门集理论与实践、科学与艺术、创新与生活于一体的应用性学科，是面向经济管理类

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政治认同、国家意识、

文化自信、公民人格等为重点内容的思政元素融入“管理学”教学中，从课程定位设置、课程目标确立、

育人范式转换、教学特色凝练和考核方式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的设计并实践，不断提升学生

的政治素养，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通过教改实践中将传统文化之中的四大名著与“管理学”

嵌入融合的教学过程为例，展示了“管理学”课程思政的过程性和创新性。 

【关键词】“管理学”；课程思政；传统文化；四大名著 

DOI：10.18686/jyyxx.v3i2.40734 
 
2016年 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课程思政旨在以课堂

教学为切入点，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各环

节，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有助于实现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达到润物无声的

效果[2]。“管理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基础课

程，旨在通过对管理理论的学习，管理技能的训练和社会

实践等，让学生树立现代管理的思想观念，学会管理的并

行思维与团队合作精神，让学生能够独立思考管理学理论

与实践问题，与其他专业课程相比，管理学课程内容和思

政元素融合，具有天然的优势。 

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厚重的

韵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

著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历久不衰，其中的故事、

场景、人物等，体现出的管理学知识、管理智慧及管理之

道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在“管

理学”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四大名著经典内容与“管

理学”相关知识点嵌入式融合，既能探索传统文化与“管

理学”嵌入式教学课程思政改革的新路径，又能创新“管

理学”教学的新模式。笔者在近年来的“管理学”课程教

学过程中，努力探索各种新模式和新路径，在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设计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做了一些新尝试，并且

收获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  教学过程改革探索 

 

图 1  教学过程改革框架图 

传统的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忽视学生学习主体的地 位。在本次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调整角色，从以往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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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导变为课堂引导，从主讲变为主持，学生也从以往的

被动变为主动，从倾听者变为参与者。与此同时，还将课

前导学—课中研学—课后练学连成一线，对于所学知识能
产生循环巩固效应，加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融会贯通，

从而达到“知识传递—融通应用—拓展创造”的目的。 

2  教学内容设计改革探索 

教师要转变教学思维，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爱

好来设计教学创意。 
2.1  课前导学 
设计《四大名著小剧场》环节，教师将提前筛选出来

的跟所学知识紧密结合的四大名著中的章节内容，通过云

班课等新媒体教学手段，发送给相应的学生。学生通过对

名著片段的阅读与理解，在课前 5分钟，以说评书的方式
声情并茂的讲述给班级同学，不仅要对名著内容清晰阐

述，还要有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例如，在学习“组

织改革”知识点时，会告知学生阅读《红楼梦》第五十六

回贾探春“兴利除弊”对贾府管理机构改革的内容；学习

“责任原理”章节知识时，会告知学生提前准备《三国演

义》第 95回和第 96回“马谡拒谏失街亭和诸葛亮挥泪斩
马谡”的故事等。这一环节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

阅读兴趣，培养学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学知

识和管理智慧，同时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思

考问题的能力。 
2.2  课中研学 
创新传统的说教模式，善于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

方式。比如，在讲“领导风格”时，会以辩论赛的方式让

学生对《红楼梦》中王熙凤集权型的管理风格、贾探春分

权型的管理风格为辩题，辩述哪种管理风格更适合中国企

业的管理；在讲“计划”内容时会让学生分析《水浒传》

“智取生辰纲”的计划制定及实施；讲“决策”章节内容

时，会让学生以案例谈论的形式来探讨《三国演义》中第

95 回《空城计》中，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决策博弈；在讲
“组织文化”知识点时会让学生讨论《水浒传》中“替天

行道”的旗帜作用；在讲“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内容时

会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感受《西游记》师徒的不同

需求层次等等，恰到适宜的将四大名著的经典内容与“管

理学”知识点相结合，既加强了对管理学的理解又对传统

文化温故知新。 
2.3  课后练学 
鼓励学生放下手机、拿起名著；走出宿舍、走进名著。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学生课下的碎片时

间，特地设计了 4个环节，通过这些环节不但让学生的课
余时间丰富起来，跟第二课堂紧密结合，同时还让学生在

各种技能的学习和运用方面得到了提升。 
2.3.1  “四大名著故事直播” 

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兴起，“直播”这个词已经作

为一种时尚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本环节旨在让学生将

课前小剧场中的故事，经过课程内容的学习，结合自己的

感悟进行深加工后，以视频的方式，让学生的名著小故事

以清晰、完整的视频形式呈现出来，并且会上传到学院的

新媒体公众号，供更多的学生来欣赏和学习。在这个环节

大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因为不仅是对知识的分享，

同样也是一次“上镜”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会让

学生学会团队合作、人际沟通以及视频的录制、剪辑等新

媒体技术。视频上传后会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点赞和转

载，同时也是对她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付出和努力的肯定；

学生们也会将视频分享给她们的父母、同学和朋友，让管

理学的知识不仅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帮助，并且对社会

广众有影响。 
2.3.2  “四大名著项目众包” 
本环节的新颖之处在于不仅仅是调动大一新生的学

习积极性，同时更多的是将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紧密

联合，运用同伴学习法的方式进行。期初，教师会在学院

内部招募 4~8 位品学兼优，对传统文化和管理有浓厚兴
趣，并且将来有意愿从事教师或研究的高年级同学。对这

些学生进行培训和指导，结合学生研究兴趣和学习爱好，

分别选取一部名著进行组队，并且对团队取名，如“大观

园”管家队、“梁山”集团、“一路向西”西游团、“三分

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梦想队”等，小组成立后，会一起学

习、研讨四大名著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并且与“管理

学”知识点相结合，整理出四大名著中的《管理学》案例

集，里面亦囊括了学生们的学习感悟和创新观点，最后将

案例集分别装订成册，将成果进行推广和并且进行申报科

研项目，让学生的劳动实现应有的价值。 
2.3.3  “四大名著经典桥段重温” 
本环节的设计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将四大名著中的

经典桥段以视频的方式播放，让学生们重温经典；第二种

方式是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学生们自己扮演某个经典

故事中的相关人物，通过对经典桥段的探讨和感悟，自己

做主角将桥段通过排练之后呈现给大家。通过这两个不同

的方式，让学生们重温四大名著的经典桥段，通过自身的

参与对其中的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同时充实学生的课余时间，还能将第一课堂

的学习与第二课堂的实践紧密结合。 
2.3.4  “传统文化知识竞赛” 
本环节通过知识竞赛的方式，将四大名著及更多的传

统文化知识传递给学生，从而让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

悠久和博大精深有更深刻的认知，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

管理学的课前课后，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管理思

想的结合点，将西方的科学管理真正落根于中国五千年的

文化土壤，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管理思想体系，才是管理学

良好教学的体现。 

3  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3.1  探索“学教做考合一”模式，做到全过程育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07-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人 
该模式逻辑关系为：“先学”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后教”体现了教师的主导性；“再做”体现了教育的职

业性，“中考”体现了在学、教、做的过程中时时考核、

处处考核的过程性考核方式，四者形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

组合与链接。“学教做考合一”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实

现了三个转变，即：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思维与能力提升

为主；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转变为启迪学生异想天开、激发

学生创新创造的“想象”学习教育；应用知识学习转变为

创造知识学习。从而使学生们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热情

高了，课堂气氛活跃了，表达沟通、合作等综合素质有了

明显提高，让学生真正能做到“把头抬起来、坐到前排来、

脑筋动起来、课后忙起来”。 
3.2  探索“非标准答案”的考核模式，鼓励学生

发散思维，培养创新观念 
期末考试不是简单地改变考试题目的问题，而是打破

传统的学生学业考核评价标准。不是简单地去看学生背了

多少，记了多少，而是要看学生想了多少，思考了多少。

笔者在“管理学”的考核方式上大胆废除“期末闭卷”的

传统考核方式，全面实施“过程性”考核。将标准与非标

准考核相结合，灵活考查与基础考核相结合，动态与静态

考核相结合，个人与团队成绩相结合，学生课前、课中及

课后布置的每项学习任务根据工作量的大小多少都有其

不同的成绩比重，全程监测学生学习效果，并且给予客观

实际的评价分数，不再单独组织以考查学生“记忆力”为

主的闭卷考试，而是改为“非标准答案”模式的开卷考试，

在命题上重在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智慧，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在成绩评定上重点关注学生的想象力、分

析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让学生充分的重视学习的过程，

享受学习的乐趣。 

4  初探之成效 

4.1  激发了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学

习主动性 

在当下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树立文化自信的思

想背景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能力，使其通

过四大名著中的名人典故学会甄别“真善美”和“伪丑恶”。

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学课程完美融入，用生动的

典故和场景来解释晦涩难懂的管理学理论，让学生将课本

知识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从现代管理的视角学习优秀的

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从国学的视角与实践学习管理的核

心理论与原理，学会文化、历史、趋势与管理融会贯通、

中西合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提升学生振兴国家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信”

的认识度和参与度，理解、借鉴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并在学习和实践中学以致用。 
4.2  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学生的三观塑造有深远的

影响 

传承、弘扬和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

浸入、理念引导、文化渗透和思政教育的牵引力以及增强

文化自信的观念愈发显得重要和艰巨。四大名著的学习与

感悟，有针对性地将政治观念、国家认同、文化素养、法

治意识与道德修养等融入管理学的教学中，帮助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履行传播知识、传播

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

重任[3]。 
4.3  深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学之间的契合知

识点 

通过此次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四大名著与现代管理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打通两者之

间的教育边界，培育学生人文素养与管理通识，弥补了中

国传统文化与管理通识教育各成体系、互不相干的缺陷。 
4.4  构筑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华文明历经 5000多年的孕育和积淀的，悠远流长。
“管理学”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程，理应在

向学生传授管理学知识的同时也传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帮助大学生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

基本走向、内在精神和价值理念，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产生

的深远影响，使大学生提升文化自信的底气、筑牢文化自

信的思想之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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