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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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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目前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学模式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在新的形势下，

提出了对管理学的教学要求，要求是改变教学内容，重新制定学习任务，

注重实践教学的培养，还要向学生传授先进的管理思想，培养学生的实
际管理能力，让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

因此，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针对此形象，现对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学改革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对教学改革
内容进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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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管理学作为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它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高职院校的学生要想在毕业之后
进入企业的管理工作岗位，就要求在学校必须学好其专业的相关
知识。学校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以时俱进，需要时时刻刻的关注
企业的动向，了解当下企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了解其管理学发
展的方向及人才需求量。学校应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只有这样，学生在毕业之后进入企业管理岗位才不会与实际
工作脱节，才能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 

一、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注重理论，忽略了实践 
在大部分的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学实践中，大多数教师都是按

课本的知识去讲解， 教师更加注重理论知识，而忽略了实际的
操作和应用，造成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并没有充分用到实际操作
中，使学生的实际管理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即使是有实训
的企业，由于管理制度的不规范，促使学生的管理能力没有得到
有效的发挥，那么培养优秀人才只能成为空想。 

（二）管理学教学课堂较为枯燥乏味 
目前多数高职院校管理学还是采用比较传统的教学方式教

学，教师只是对基本的课本知识进行讲解，没有对课本以外的知
识进行拓展。虽然有的教师会给学生拓展一些教材以外的知识，
但是教材的案例都是根据教材具体内容进行编排的，对实际案例
考察得比较少，使学生无法在实际的案例中学到真正有用的知
识。还有一些教师的思想观念比较陈旧，对一些新的案例解释不
清楚，导致学生无法进一步的学习先进的知识。教师在按照课本
讲解知识的时候，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不高， 学习效率也极差。 

（三）教学模式较单一 
传统的教授课堂里，大多数学生是被动的接受教授所讲授的

知识，在高职院校中存在此类情况较多。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只
是简单的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实际操作的培养，造成学生对
所学的专业知识不牢固。在教学评价上，注重知识的记忆，忽视
了管理能力的培养，注重终结性的考试，而忽略了平时成绩的记
录。教学方法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发挥主动学习的能动性，不
利于自我发展和在优秀的人群中脱颖而出。 

（四）理论性教材缺乏完整性 
大多数的管理学教材理论教材的完整性欠缺，其中只是简单

的介绍概念的定义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对相关理论的形
成与研究过程进行阐述。这像是对理工科的学生要求一样，只需
要知道定律而不需要理解定理推导过程，这阻碍了学生理论管理
的提升，对学生的发展极为不利[1]。 

二、对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学改革提出建议 
（一）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  
新形势下的管理学改革，教师应该改变教学方式，在上课前

准备好相关的案例，并结合课本的管理学知识在课堂上分享。积
极的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并要求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
法，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教师还可以成立小组，让学
生们进行交流和讨论，这不仅能够提高课堂效率还能帮助学生对
管理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有
提高。 

（二）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在新形势下管理教学，对高职院校管理学教师提出要求是，

要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并且是来自大企业技术人员才能有资格任
教。对专业教师的要求是要具有企业管理工作岗位经历的教师才
能符合任教条件。高职院校安排其专业的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
这大大的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培养了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对于
兼职的教师，这主要是聘请企业一线的技工和管理工作人员来任
教。现在，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是一个工作与学习一体化的学习过
程，他的发展要求是智力和身心发展一起捉，这有助于学生培养
巩固相关的专业知识[2]。 

（三）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 
大多数高等院校对学科的考核方式最终是通过期末考试的

形式来体现的。由于很多学生不重视课堂的平时分，导致课堂分
数占总分比例较低，经常出现学生逃课、上课不认真听讲等现象。 
大多数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在考试的前几天对管理学知识进行突
击。这样做的结果导致管理学科失去了原来教学的意义，导致了
学生没有真正掌握到专业的职业技能。因此，学校必须对该学科
的考核方式进行整改，对日常课堂表现进行监管。要求把个人的
作业状况、出勤率加入到总分考核当中，这可以让学生更喜欢在
学习上花时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还可以建立学习
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对每一个小组进行考核，这样每一个小组
的成员都会积极的参与，争取提高小组的得分，学生就没有办法
偷懒了，大大了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为以后进入企业工作提
高了帮助，进而帮助他们养成学习的习惯。 

（四）搭建实训基地 
光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还不能够得到企业的青睐，这还要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锻炼，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是，现
在还存在着为学生搭建实训基地的高职院校并不多的现象，导致
有很多的学生没有办法得到实训的机会，高职院校必须加强实训
基地的建设。学校可以加强与企业进行校企合作，学校可以根据
企业的要求进行人才的培养，企业也可以为学校提供实训基地，
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实习，这样可以节省了培训
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学校应 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为企业培养优秀的人才做贡献[3]。 

结语： 
总之，高职院校的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中一门极其重要

的学科，教师和学生应该重视该学科，新形势下的管理学中，教
师应该及时的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改变教学模式，有效地利用
好互联网教学资源，做好老师与学生的课堂上的互动，培养学生
对管理学学科的学习兴趣。学校只有对管理学考核方式进行改
革，才能让学生更好的掌握其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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