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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专业教学法浅探

黄 恒 学

为了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
,

必须大力发展高等学校管理科学教育事业
,

培养和造就一大

批高级管理人材
。

近十多年来
,

中国的管理科学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

不少重点院校都

设置了各种类型的管理学院或管理系科
。

所有的普通高等院校几乎都开设了有关管理科学方

面的专业课程
。

各级各类广播电视大学
、

函授大学
、

夜火学
、

职工业余大学及成人 自修大学

等成人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大力发展管理科学教育事业
,

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还成立了各类干

部管理学院
,

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强烈的
“

管理热
” ,

这标志着中国高等学校管理科学教育事

业已经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
,

并且正在迅速发展
。

“

呼唤
”

管理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
, “

学管理
”

的热潮 已经到来
。

但是
,

应该清醒地看到
,

,

}
“
国的高等管理科学教育事业毕竟刚刚起步

,

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

有些

管理学院和系科及相关专业还没有比较明确的培养 日标
,

没有比较成熟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

案
,

而且教学 内容陈旧
,

有的教师照搬酉方管理学教材而完全不顾中国的管理活动的实际需

要
,

有的教师则把原来的经济学
、

数学
、

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教材加以
“

改名换姓
” ,

强行
“

归宗

认祖
, ,

实际上是
“

挂羊头卖狗肉
” ,

根本无法提高学生的管理科学理论水平和管理技能
。

另外
,

日前国内高等学校管理学院及有关系科专业的师资队伍来源比较复杂
,

除少数管理学专业教

师外
。

大部分是 由原来经济学
、

数学
、

心理学
、

计算机科学
、

工程技术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师

和科研人员转行拼凑而成
。

这支教师队伍来自于不 同的学科和专业
,

本来具有一定的
“

杂交
”

优势
,

是发展管理科学这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的客观需要
。

然而
,

目前这支
“

杂牌
”

队伍尚未

走向正规化
,

而且往往是各树一帜
,

各 自为政
,

分庭抗礼
。

由于搞数学专业的教师不懂经济

学
,

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定性分析
,

结果是建立一大堆数学模型
,

解决不 了实际问题
。

而搞

经济学的教师不懂数学
,

无法利用数学工具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
。

这样不能扬长避短
,

不 利

于提高中国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

另外
,

在管理科学专业教学实践

上
,

大部分教师均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学法
,

也只采用这一种教学法
,

这对于向学生全面

系统地传授有关专业知识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

也是非常有效的
,

而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论思

维能力和实际管理操作技能方面却是远远不够的
。

我曾先后在国内几所大学管理学院及相关系科接受正规的管理科学教育
。

十余年来的教

学生涯
,

让我深深地爱上这个职业和专业
,

又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国高等学校目前所采用的管

理科学专业教学方式和方法十分落后
,

远远无法适应 为四化建设培养有用人材的迫切需要
。

这几年在管理科学专业教学实践活动中
,

我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尝试和研究
。

本文主要论

述 自己在所从事的管理科学专业教学改革实践中所采用的
“

管理专业参与教学法
” 、 “

管理专业

案例教学法
”
和

“

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法
” ,

作为对教学改革的探讨
。

所谓
“

管理专业参与教学法
” ,

是教师指导学生主动参与有关管理科学专业教学活动若干



教学环节以获取管理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一种双 向型教学方法
。

这种参与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

教师要求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

培养学生的独
、

)
_

思

考能力和科学创造精神
。

在主讲管理专业基本理论必修课 《管理学原理》一课时
,

我采用 j
`

参

与教学法
,

既系统地讲授本课程的基本概念
、

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
,

又要求学生主动参
, 、教

学过程的若干环节
。

一方面是教师进行分析
、

论证
、

描述
、

设疑和解疑
,

另一方面是学生自

己主动提出问题
、

分析 间题和解决问题
。

例如
,

在讲解
“

管理
”

这个基本概念时
,

我先向学生

介绍了几十种不 同的观点和看法
,

并告诉学生还有更多种不同的其他说法
。

然后指导学生进

行分析和评述
,

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指定教学参考书及其他有关参考资料时
,

注意分析不同

学者对于
“

管理
”

概念的论述
,

做好读书笔记
。

随后我在讲授管理理论发展史和评述各种管理

学流派及其基本观点的时候
,

再加 以综合评述和具体分析
,

提出自己对
“

管理
”

这个概念的基

本看法和根据
,

并将这些基本观点贯穿于全过程
,

加强学生对于本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
.

更

有效地掌握基本理论知识
。

事实上
,

正确的理论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

目前在国内管理科学 专

业教学改革活动中
,

有些学者和专家呼吁高等学校管理学院应该面向社会
,

少教理论
,

多讲

实务
,

这种主张反映了人们要求改革管理教育的强烈愿望
,

从而打破我国教育系统自我评价

的封闭格局
,

让管理教育效果接受社会的评价和检验
,

更好地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

但廷
.

我认为
,

如果片面强调适应社会需要
,

只讲授 目前社会需要的某些实务知识
,

而完全忽视理

论教学
,

这同样是一种近视的教育观念
,

也经不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

所谓
“

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
” ,

是教师指导学生分析研究和参与编写各种实际管理教学案

例以获取管理科学知识和实际管理技能的一种管理专业教学方法
。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比较古

老的教学方式
,

最早主要用于法学教育
,

后来被用于商学教育
。

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院 采用

管理案例教学法
,

每一个教学案例 ( C as e )通常叙述某个企业机构的管理状况
,

或者说明 某 项

管理事件的背景和经过
,

用文字
、

数据
、

表格和模型等工具来系统地说明这个管理部门 或管 理

事件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状况
,

然后提 出在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

让学生去思 考
、

讨 论
、

分析和研究
,

并要求学生提出解决间题的具体对策和管理方法
。

哈佛管理学院的案例 教材 是

在教授指导下
,

由专职科研人员或博士研究生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根据所搜集整 理 的

实际管理事例材料而编写出来的
。

案例内容十分广泛
,

例如投资决策案例说明某项 目在什么

条件下投产有困难
,

应该采取什么管理措施
, 经营分析案例说明某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亏

损
,

应该如何转亏为盈
; 风险决策案例则说明某个决策的各种后果及其对策

,

等等
。

哈佛管

理学院把各种案例作为主要教材
,

要求每个学生平均一天应学习和讨论两三个教学案例
。

在

两年学习时间里
,

一个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大约需要研究和讨论两千个案例
,

这有助于学生

接触实际
,

开阔思路
,

提高能力
。

哈佛大学积累了 5 万个各种内容的管理教学案例
,

每年还

要更新其中 20 %的案例
,

以适应管理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

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

由于

哈佛大学取得了成功
,

现在全美国许多管理学院采用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教学案例
,

而这种教

学方法也被世界上许多大学所采用
。

在对工商管理 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国际市场学 》
、

《广告管理学》和《国际经 济 管理

学》等课程时
,

我采用了管理案例教学法
。

在系统讲授有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

向学生提供我

自己撰写和搜集的各种市场销售管理案例及有关实例
,

要求学生针对所提问题
,

分析这些案

例
,

进行讨论和研究
,

提出具体管理对策
。

或者要求学生分析实际案例
,

提出有关管理理论

方面的问题
,

并鼓励和指导学生 自己动手搜集整理有关材料
,

进行调查研究
,

编写管理教学

案例
。

我认为
,

这种管理 专业案例教学法根本不同于一般的
“

举例说明法
” ,

不是教师向学生



的单向讲解
,

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沟通和多向沟通
,

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管理科学理

论的兴趣
,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

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

为了更好

地采用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
,

我认为
,

应该先引进国外大学的有关教学案例
,

国内有条件的

管理学院应尽早建立管理专业教学案例资料档案库
,

组织有关教师和科研人员
、

研究生开展

调查研究
,

搜集整理有关资料
,

编写各种管理案例
,

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

所谓
“

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法
” ,

是教师指导学生在模拟特定管理情景的管理教学实验室里
,

运用一定的管理科学知识
、

技能和手段
,

独立进行管理作业
,

以获取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一种

节 ;巡专业教学法
。

现代 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一种实验科学
,

实验法早已广泛地运用于各门自然

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
。

管理科学是一门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

我认为
,

这种实验教学法也可以运用于管理科学专业教学和科研活动
。

在主讲《管理心理学》
、

川了场调查》
、

(() 一
告学》

、

《管理决策学 》
、

《消售管理学 》
、

《公共关系学》和《 目标 管理 与例外

竹理 》等课程时
,

我在系统讲授有关基本理论的基础
_

L
, .

采用了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法
。

由于 目

山还缺少 专门的管理教学实验室
,

我就先在教室里做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管理技能操作实验
,

例如
“

竹理行为实验
” 、 “

组织沟通实验
” 、 “

心理 效应实验
” 、 “

顾客购买行为实验
” 、 “

决策模式

实验
”

和
“

目标管理心理动力与阻力实验
”

等等
。

我认为
,

这种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法也不同于一

般的实习教学法
,

而具有更强的实验教学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

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有助于更好

地贯彻管理专业教学原则
,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

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管理工

作的能力
,

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管理工具和手段的基本技能
,

更深刻地理解有关基本理论和实

际操作过程
。

当然
,

管理现象不 同于 自然现象
,

管理过程不同于化学
、

生物和物理运动过程
,

管理实验也就必然不 同于一般的 自然科学实验
。

因此
,

在采用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法时
,

应该

特别注意明确实验目的
,

加强管理教学实验室建设
,

认真编制实验计划和实验手册
,

合理组

织和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
,

观察实验过程
、

分析实验结果
,

撰写实验报告
。

目前
,

我国高

等院校管理学院的主要实验室就只有电子计算机室
,

这种状况说明管理专业教学手段比较落

后
,

无法适应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
。

我认为
,

有条件的大学管理学院可以逐步建设各种管理

科学专业教学实验室
,

例如
,

市场实验室
、

会计实验室
、

审计实验室
、

统计实验室
、

金融实验

室
、

贸易实验室
、

组织实验室
、

决策实验室
、

信息实验室
、

控制实验室等等
。

事实上
,

国内

有些大学已开始建立各类管理专业教学实验室
,

如武汉大学正在着手筹建财务管理实验室
,

深圳大学开办了
“

国际贸易实验公司
”
和

“

实验银行
”

作为有关管理专业教学的实验园地
。

另外
,

还应该组织编写有关管理专业实验教材
,

配备必要的实验教师
,

准备各种有关的实验器材
,

更好地为实
.

验教学服务
。

总之
,

我认为上述
“

管理专业参与教学法
” 、 “

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
”

和
“

管理专业实验教学

法
”

是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
,

也是 切实可行的管理专业教学法
,

应该加 以采用和推广
。

这几种

教学法完全符合中国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
,

有助于贯彻科学性与思想性统一的原则
、

理论

联系实际的原则
、

传授知识与发展智力相统一的原则
、

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性相结合的

原则
、

直观性原则
、

启发性原则
、

循序渐进原则
、

巩固性原则和因材施教原则
,

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

提 高学生的管理科学理论水平和实际管理操作技能
,

变传统的

被动启发式教学法为新型的主动启发式教学法
,

做到教学相长
,

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水平
,

为四化建设培养有用人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