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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 thinking-oriented curriculum reform emphasizes that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losely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future jobs, and graduat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oduct” output by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course is 
competent to the standard value positions with product thinking. The course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he course “product” by establishing the product awareness of course teaching, emphasizing the accumulation of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strengthening the learning and training of students’ knowledge of the desired high-value positions, and 
combining	the	assessment	method	of	ordinary	performance	with	the	final	examin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curriculum	reform,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broken	through,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oor	case	teaching	effect,	the	lagging	updat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assess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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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思维导向课程改革探索——以三亚学院《绩效管理》
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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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品思维导向课程改革强调高校人才培养要紧密对接未来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将毕业生视为课程系统输出的“产品”，
课程以产品思维对标高价值岗位胜任能力。《绩效管理》课程通过树立课程教学的产品意识，重视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的
积累和强化学生对心仪高价值岗位知识的学习训练，配合平时表现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有力提升了课程“产
品”质量。在课程改革实践中，《绩效管理》课程还存在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案例教学效果不彰，教材和授课内容
更新滞后和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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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忠彪（1988-），男，中国湖北洪湖人，硕

士，讲师，从事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研究。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变革，各行各业对

于人才的需求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

化，高等教育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课程改革，以确保教育的内

容和方式与工作岗位的需求相匹配。产品思维的核心在于对

用户需求的精细化把握 [1]，产品思维导向课程改革强调高校

人才培养要紧密对接未来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将毕业生视

为课程系统输出的“产品”，而这个产品的“用户”则是各

级各类用人单位及其提供的就业岗位。这就意味着，高校课

程教学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积累，更要关注学生

能否有效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岗位实际问题，从而来满足未

来工作岗位的需求。整体而言，产品思维导向课程改革是一

种以工作岗位需求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改革探索，通过深入了

解未来就业岗位需求并持续跟踪需求变化，来不断优化和迭

代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以此建立一个更加贴近

社会实际和岗位需求的课程教学系统，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

展变革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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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亚学院《绩效管理》课程产品思维导向
改革实践探索

2023 年 7 月，三亚学院印发《产教融合总体规划指引》，

提出学校要专注于产教融合大目标，赋予产教融合工作优先

发展地位，促进学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工作向

产教融合方向转型，实现应转尽转。为实现产教融合发展目

标，学校提出重点学科对准优势行业，重点专业对准头部企

业，重点课程以产品思维对准解决岗位问题的技术路线。产

品思维导向课程改革是实现产教融合发展战略最基础也是

最重要一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绩效管理》课程在贯彻产

品思维导向课程改革方面进行了如下探索。

2.1 明确树立课程教学的产品意识
为达到课程以产品思维对标高价值岗位胜任能力的人

才培养目标，任课教师引导同学们及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物色适合自身发展的行业高价值岗位作为职业发展目标，通

过高价值岗位的胜任要求来激发同学们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为了让同学们对行业高价值岗位有一些基本认

知，任课教师以猎头顾问、HRBP 和绩效主管为例，对相关

岗位的岗位职责、任职资格和市场平均薪酬水平进行了介

绍。为了避免同学们扎堆选择相同的职业目标，贯彻学校倡

导的千人千面的人才培养理念，任课教师充分鼓励同学们结

合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职业目标，并引导同学们依据职业目

标进行绩效管理知识技能的自主补充学习，提升高价值岗位

的胜任能力。

2.2 重视学生绩效管理基础知识技能的积累
无论同学们选择哪一种高价值岗位作为职业目标，绩

效管理的基本知识技能都是其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基础工作

的遵循，不容忽视。绩效管理是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实现组

织目标，共同参与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

评价、绩效结果反馈与应用的持续循环过程 [2]。为了让同学

们更好地掌握这个循环过程，任课教师以循环过程为基本逻

辑来讲授这门课程。课程之初，任课教师详细介绍了绩效及

绩效管理的基本概念、历史轨迹以及绩效管理与人力资源其

他模块之间的关系。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绩效管理发展历程和

循环过程的理解，老师还引导同学们阅读了《科学管理原理》

等经典著作来对绩效管理进行了理论溯源。以上基础理论的

学习让同学们从宏观上把握了绩效管理的理论渊源及其在

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

明确绩效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乃至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价值。

绩效管理循环过程的应用以关键绩效指标、平衡计分

卡等常见的绩效管理工具为依托。为了让同学们掌握绩效管

理工具的应用技巧，任课教师通过带领大家分析熟悉企业的

绩效管理案例来讲授相关工具的实施流程和注意事项，增加

大家的课堂参与感和话语权。在学习绩效管理循环最重要的

环节——绩效考核评价时，老师通过让同学们自己认领一种

绩效评价方法，然后自行搜集资料、案例并制作课件上台进

行分享，然后由同学们对上台分享同学的表现进行打分的方

式，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同学们的分享、点

评和教师的复盘总结等形式，强化了同学们对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掌握。为提升同学们运用知识的能力，任课教师还会通

过课堂练习的方式，让同学们运用某几种方法对熟悉的同学

和老师的学习和工作表现进行评价实践。

2.3 强化学生对心仪高价值岗位知识的学习训练
由于每一个学生心仪的高价值岗位不同，只重视基础

知识技能的学习不足以应对高价值岗位的胜任要求，任课教

师也没有足够的课时对每一个高价值岗位进行深入的剖析。

基于此，任课教师利用高价值岗位对同学们天然的吸引力，

充分调动同学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通过给同学们安排实践

任务的形式让同学们自己来认知心仪的高价值岗位，并主动

提升自己来应对高价值岗位的胜任要求。

具体而言，本门课程要求所有学生运用实习、问卷调

查、访谈或利用互联网等方式搜集或制作一份某公司自己心

仪的高价值岗位的绩效评价案例，案例必须介绍清楚该岗位

的绩效评价现状，然后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该岗位绩效评价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案例分析完成后，再请所有同学

运用所学知识为心仪的高价值岗位设计一份科学合理的绩

效评价方案，方案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内容必须包含绩效评

价方法、指标、权重、绩效标准、考核周期、考核主体等要

素。这份实践任务从绩效评价的角度，通过引导同学们关注

自身心仪的高价值岗位评价什么，继而去深入思考这个岗位

要做什么，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才能做好，自身该怎么提升

去胜任这个岗位。为了提高同学们完成实践任务的质量，任

课教师会组织同学们对部分同学的方案进行点评，指出其不

足之处并为其提出修改意见。同学们点评完后，老师也会对

同学们的方案做出总结，肯定同学们绩效评价方案的可取之

处，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整个过程需要充分运

用课堂所学绩效管理专业知识技能，结合岗位实际情况进行

案例分析和方案设计，有力提升了同学们解决岗位实际问题

的能力。

2.4 充分发挥课程考核对课程“产品”质量的促进

和检验作用
为了提升同学们课堂参与度和课后任务的投入程度，

保障课程“产品”质量，本门课程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

各占 50% 的方式进行考核。平时成绩的考核涵盖课堂考勤、

课堂参与和分享、《科学管理原理》读书笔记、绩效评价案

例搜集、绩效评价方案制作和绩效评价方法演练报告等，平

时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均换算成本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以此来

督促同学们重视平时的学习积累。本门课程平时成绩总分为

50 分，直接计入课程总分。

期末考试总分 100 分，按 50% 的权重计入总分，通过

闭卷考试形式进行，主要检验同学们对绩效管理基本理论和

方法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考试内容基本涵盖课程的主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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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除常规的选择题和简答题外，增加了一些实操题，如让

大家为熟悉岗位制定绩效评价方案、分析某企业绩效评价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等，着重考核同学们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际工作的能力。

整体而言，《绩效管理》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探索，

意在着力培养同学们的知识应用和实践操作能力。这样课程

改革不仅能够让同学们深入理解绩效管理的理论知识，还能

够掌握未来岗位所需的实际操作技能，有力提升了同学们的

综合素质和职业竞争力，为未来从事心仪高价值工作岗位奠

定了坚实基础。

3 《绩效管理》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3.1 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
《绩效管理》课程的内容应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然

而，实际教学中往往过于侧重理论教学，因缺乏相关知识技

能的真实应用场景而导致实践环节没有被重视。理论知识是

基础，但仅有理论知识而无实践经验，往往导致同学们无法

深入理解绩效管理的真正内涵，也无法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

用所学知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影响了学习效果，

也可能导致同学们毕业后难以胜任心仪的高价值岗位。

3.2 案例教学的局限性
案例讲授是《绩效管理》课程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

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有助于学生理解绩效管理的实际操

作。然而，只对案例进行讲授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案例往往只是特定情境下的个案，缺乏普遍性。其次，同学

们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案例，缺乏实际操作的机会。最后，

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案例可能已经过时或不具有代表性。

因此，仅仅依赖案例调研并不能全面掌握绩效管理的实践

技能。

3.3 教材和授课内容更新滞后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深入，绩效管

理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然而，《绩效管理》教材内

容却未能及时更新，导致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需求存在差

距。此外，教材过于偏重理论阐述，缺乏实际操作指南，对

于新兴的绩效评估工具、技术及实践案例的介绍相对较少。

这导致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和实践经验，

毕业后也难以适应高价值岗位的需求。

3.4 考核方式不够科学
一方面，当前的考核方式还存在偏重理论知识测试，

对实践和应用能力考察不足的问题。这种考核方式可能导致

学生对理论掌握得很好，但在真实的工作场景却难以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当前的考核往往只关注学

生的个人表现，而忽略了团队能力和合作精神的评估。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绩效管理的成功往往依赖于团队的协作和配

合，这种考核方式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4 《绩效管理》课程改革优化策略

4.1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为了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学校应增加实践教

学环节在《绩效管理》课程中的比重。具体而言，可以通过

组织同学进行模拟绩效评估、角色扮演等形式，在实践中掌

握绩效管理的技能。此外，学校可以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

供实习机会，让他们在实际工作岗位中应用所学知识。

4.2 创新教学方法
除了传统的讲授和案例分析外，任课教师还可以尝试

引入更多的教学方法，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

这些方法可以增强同学的参与度，提高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例如，在绩效面谈这一环节，老师可安排同学进行角色扮演，

模拟真实的绩效面谈场景，让同学们亲身体验面谈的技巧和

注意事项。通过这些体验教学环节的强化，学生能够更好地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能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实

践能力。

4.3 及时更新教材和授课内容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教材内容的及

时更新至关重要。学校可以考虑组织老师编写符合学校办学

定位和教学实际的校本教材，定期更新教材内容，确保学生

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需求相匹配。此外，任课教师还可以在

教学过程中加入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典型案例，帮助学生了解

最新的行业动态。

4.4 设计多元化考核方式
除了理论知识的测试外，增加实践环节的评估，如小

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以便更好地评估学生的实

际应用能力；还可以引入口头报告、项目报告、团队讨论

等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这样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综合素

质；设计一些需要团队合作完成的考核项目，这样既可以评

估学生的个人能力，也能评估他们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5 结语

产品思维导向课程改革探索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变革，

更是对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面对未来社会日新月

异的变化，社会需要具备创新思维、团队协作能力以及问题

解决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而产品思维导向的特色课程正是为

此而生，它鼓励学生从用户需求出发，以创新的视角和方法

解决问题，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这种课程改革的理念将

对同学们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让同学们

能够受益于这样的教育改革，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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