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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用案例分析做好“管理学”教学 
◆范景行 

（武汉铁路技师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管理学”是武汉铁路技师学院运输班的专业基础课，本文以其中

的“沟通”一节，来尝试运用案例组织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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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课程是武汉铁路技师学院运输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我刚于上个学期承担过该课程一轮教学工作，作为一个亲历
者来说，我感到该课程的教学有许多方面值得总结，这里仅就案
例运用方面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试以“沟通”一节为例。 

“沟通”这一节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 
1．沟通的概念与意义  
2．沟通的过程  
3．沟通的类型 
4．沟通的障碍 
5．有效沟通的途径 
“沟通”这一节是管理学的重点也是难点。说它是重点，是

因为作为一名地铁公司未来的站务人员，沟通能力实在是太重要
了。做好沟通工作，就等于掌握了站务工作的精要。良好的沟通
能力能够让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广大乘客的理解和支持，实
现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说它是难点，是因为要做到随时随地无
障碍沟通，也确非易事。它涉及到语言表达、言语理解、个人耐
心以及沟通对象的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
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基于这些因素来看，这一节包含的五个方面的内容都很重
要。当然，从教和学的方面看，这五个部分则有难易轻重之分：
前三个部分较易于接受和掌握，可以视作非重难点；后两个部分
不易于接受和掌握,是重难点之所在。前者的讲授宜于从简，我
们采取教师简要提示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把大部分具体工
作都落实到了学生方面。至于重难点环节无疑应该重点对待。怎
样落实这项“重点对待”？我最初想到的是，就教材内容反复进
行灌输，随后一想：这种作法在内容上不易于讲出新意，在方法
上也显得呆板单调，枯燥无味，难以调动学习积极性。甚至还有
可能引起学生反感：你反复讲的都是书里已有的东西，这样的课
堂我们并不需要，我们自己多看两遍，同样可以解决问题。 

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我想到了案例。怎样用案例来
带起重难点内容的展开？ 

首先是案例的选择要合适。其一，内容要健康。其二，篇幅
宜短小精悍。其三，注重针对性和现实性：多用验证性案例，借
以凸显沟通理论、方法的可体验性和可验证性；多用综合性案例，
借以突出沟通实践和理论论方法中的综合分析能力。 

案例针对性和现实性不但要紧扣课堂内容，而且还一定要贴
近未来学生就业的实际。我们学校的学生将来必然都要走上地铁
工作的一线岗位，他们也必然会碰到各种地铁工作的情形和问
题，所以挑选的案例一定要贴近这个最大的实际。只有这样才能
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讨论兴趣，也才能对他们未来的工作产生
实际的帮助。 

第二步便是运作案例教学：“障碍”和“途径”所涉及的每
一个方面，都配上一个案例，先由教师讲“故事”；“故事”结束，
即推出“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沟通的障碍（途径）方面应该注
意（重视）什么”之类思考题，用以开启学生思辨和论析；然后
再由教师补充和总结。整个过程，学生听得有兴致，思辩论析也
非常活跃。如此这般，八、九个案例在轻松热烈的气氛中展开，
在不知不觉中完美收官，“障碍”“途径”两大重难点内容随之而
溶入学员的知识链条。 

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需要概念化、抽象化的内容，对于学
习者来说，概念化、抽象化则无疑增添了接受的难度，而案例教
学则起到了化解的作用：用具体化、形象化，取代了概念化、抽
象化，枯燥的知识由此而变成了形象生动的道理。 

与此同时，案例教学还用“师生互动”取代了“一灌到底”。

这种“师生互动”，也就是教师大力启发学生研究问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让学生获得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
们获取知识的自主性，让他们掌握了运用已知知识生成新知识、
研究相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在《沟通》这次课程中，大致安排了二分之一的课堂时间进
行各种形式的参与互动式案例教学和情景分析，这是沟通课程教
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加深对沟通问题的认识，提高沟通
的基本能力。进行案例分析时，既采用学生独立分析，也采用了
先分小组讨论，后到课堂上全班讨论这种集中形式。其中，后一
种方式主要用于对重点案例进行分析。教学的重点放在引导学生
寻找正确的分析思路和对关键点的多视角观察上，而不是简单地
用自己的观点影响学生。最后进行案例分析总结的时候，不是直
接下结论，而是对学生们的分析进行归纳、拓展和升华，然后加
以总结。通过注重互动式案例教学，构筑一种新型的课堂教学体
系，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更能掌握生成新知识的方法，更能提
高实践技能。 

案例分析教学中，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
体，并不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恰
恰相反、教师仍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重要角
色。案例教学中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要在课堂讨论中，发挥好“导演”的作用。虽然课堂
讨论是以学生为主体，而且基本上应由学生自己控制讨论的进
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讨论中必要的引导是教师必须做
好的工作。 

第二，要在学生讨论后，发挥好归纳总结的作用。教师在案
例讨论结束应简明扼要地把学生讨论的观点加以归纳总结，并适
当加以补充完善，同时也可对学生未触及的重要问题和资料进行
必要的提示，引发学生更广泛更深入的思考。 

为使案例讨论达到预期的效果，教师还应当避免充当两类角
色：一是不要充当“讲演者”。教师应当始终意识到学生才是讨
论的主角；教师的作用只是开路搭桥、穿针引线，如果教师一发
言就是长篇大论，那就喧宾夺主了；二是不要充当“裁判员”。
讨论中出现不同观点的争论时，教师不要轻易做出仲裁。因为这
样做会抑制讨论的气氛，而且会导致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 

“管理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专业性课程。运输管理专业
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更要培养开
展管理实践的技能。结合我校职业化、专业化的办学理念，在“管
理学”的教学中，更需要建立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而“案
例教学”这一方式，则是实现这一模式的一个重要途径。 

总的来说，运用案例组织的教学，有助于提高课堂内容的可
接受性，有助于方法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
意义，可以用作“管理学”教学的工作范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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