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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及案例简介 

《管理学》（48 学时、3 学分）是面向经管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本案

例以中国杰出人物管理思想为契机，发挥教师“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

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设计了基于教师端-学生端-师生端协同的“师生共创

型”课程思政建设理念，构建了“讲好中国杰出人物故事，汲取优秀人物精神，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总体思路。通过教师端将系列杰出人物故事系统化融入课程

理论教学案例库。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中华经典历史故事、企业经典案例等载体，将思政内

容与“决策”章节基本理论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文化自

信和民族自豪感，坚定理想信念和爱国情怀，树立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践行唯物主义实践观，初步做出职业生涯规划的引导，综合运

用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实现思政内容的

无痕融入。 

三、案例教学目标和思政目标 

知识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决策的基本概念、类型与过程，以及环境分析和战

略定位的方法。 

能力目标：通过分析组织决策的内外部环境，培养学生的系统性思维与战略

思维，提升其问题识别、判断与评估能力、风险应对与防范能力以及团队沟通协

作能力，并引导学生利用决策方法进行环境分析和自我定位，制定大学学习生涯

发展战略，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素质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目标和价值观，养成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培养创新精神。 

思政目标：贯穿个人、职业和家国三个层面。个人层面，通过分享任正非、

雷军、刘强东等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故事，提升学生的责任感、担当精神与企业道

德；职业层面，通过华为、小米、宇树科技、阿里巴巴、京东等企业的发展历程

和成就，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管理者素养，增强强国信念；家国层面，通

过讲述中美贸易战、国家重大决策（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案例，引导学生

关注国家政策，培养政策意识、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激励学生以实际行动应对

时代挑战。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程思政内容设计简表 

教学内容 思政要素融入点 融入方法 载体途径 

 

课程导入 

政策意识 

国家观念 

文化自信 

理想信念 

启发式教学法 

故事 1：诸葛亮《草船借箭》 

故事 2：毛泽东《游击战》 

视频 1:我国乡村振兴战略 

资料 1：一带一路战略等 

决策的概念 

唯物主义实践观 

企业家品质和素质 

企业家精神 

案例教学法 

企业案例：华为、阿里巴巴、宇数科

技等公司的决策 

个人决策案例：读研究 or 考编 or 就

业 

决策的过程 

责任感 

担当精神 

创新思想 

风险意识 

爱国情怀 

问题教学法和

讨论教学法 

成语故事 1：南辕北辙 

视频 1：奥巴马的邻居 

案例 1：恒大地产案例 

案例 2：大起大落大起的企业家史玉

柱的公司决策 

案例 3：从“新冠疫情”看不确定环境下

的决策 



 

（二）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管理学课堂的思政建设是通过打造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载体相融合的

教学模式实现。教学过程中，建立“课前导学案 + 案例导入 + 课堂精讲 +课后

案例挖掘研讨 +问收获”的互动式教学。 

1. 课前 

开课前，教师通过学习通发布通知，请学生根据课本第三章的内容，结合学

习通的视频资料自学，学习通中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隐性或显性思政与课程内容

相结合的资源集合。 

2. 课中 

课中以经典历史决策故事、国家社会经济热点事件、企业决策案例、成语故

事、学生身边的案例为载体引入“决策”章节的教学内容，把历史文化、国家政

策、企业决策等思政元素全方位融入教学内容中，以故事、视频、案例的形式导

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深入理解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见表 2）。 

教学内容 思政要素融入点 融入方法 载体途径 

决策的环境

分析和 “ 战

略”定位 

大局意识 

全局意识 

实事求是 

创新意识 

 

讨论教学法 

案例 1：小米、华为多元化发展战略 

案例 2：海尔的国际化战略 

故事 1：《孙子兵法》地形篇，“地有

六道、兵有六败”。夫地形者，兵之助

也。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电视剧：长征 

技能训练 

 

 

专业素养 

强国之志 

团结协作 

分组训练法 

 

 

素材 1：2025 年中美贸易战中，我国政

府应对美国的决策 

素材 2：分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

对中国当时抗战形势的环境分析、战

略定位和战略选择 

问题 1：人工智能 AI 会对管理决策产

生什么影响？ 

 

总结与作业： 

 

价值观 

人生观 

目标观 

 

论文撰写 

 

根据所学知识，针对大一学生的迷茫，

引导学生运用 SWOT分析法进行环境

分析和自我“定位”，制定大学学习生

涯发展规划 



3. 课后 

课后让学生进行吸收与提升，结合学生专业，布置相关热点话题引导学生理

解决策方案选择相关知识。这对大一的学生还比较迷茫，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等

问题，引导学生运用与决策职能相关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帮助学生进行环境分

析和自我“定位”，以此为基础制定学习生涯发展战略和每学年、每学期的战略规

划；认识到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重点要做的事情不一样。以引导学生确立明确

的人生目标。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第一，启发式教学方法。在本次建设过程中，课堂

学习环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认知的主体。课堂用经典历史故事、成语

故事、国家热点经济实事件、企业故事等引入教学内容，用学生感兴趣的形式启

发学生做出教学内容的深入思考；第二，案例研讨法和参与式学习。以企业实际

案例、学生身边案例为主进行相关内容教学，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和阅读课程相

关资料，利用自己所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对案例进行思考和分析，提出自己的

见解和对策，为提升学生能力、学习专业课程及走上工作岗位提供必要的思维方

式；第三，问题导入法。课程案例研讨过程中，提出疑问，促使学生去思考、探

求答案。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逐步使学生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学习，

在不断的分析和探讨中培养管理思维，提升专业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实现课程

思政育人目标。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1. 教学效果 

通过课前预习、案例的课堂分析和课堂讨论，知识点得到了充分地挖掘和延

伸，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自己具有历史观、系统观，问题意识、

理性思维、科学决策素养。但是素质目标和能力目标短期内无法衡量其成效。本

次采用“问收获”的方式反映出教学实施效果与成效。 

从学生参与度分析，上课过程中围绕课堂讨论题，学生自主查找资料、积极

讨论、踊跃发言，但是参与程度基本达到 50%，参与度有待于提高。从“问收获”

分析，围绕教学内容设置不同的问题获取学生的感悟和收获，课程的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和思政目标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2. 教学反思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只有 18.3%的同学会主动参与课题

讨论，73.4%的同学需要教师引导参与，课前学习通上的资料和学习视频只有 66%

的同学会提前预习和阅读。这说明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主动参与意识不高。在和

学生的交流中发现，学生的态度和教师的教学方式、语言表达会影响学生的积极

性。因此，首先教师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改善对课堂学习的认知和学习态度，

提升他们的积极性；其次，教师提升专业能力和完善教学方法，在教学案例的选

择和设计时多考虑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