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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theories	and	ideas	of	moder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classroom	teaching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tegration with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necessity, and 
value of applying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classroom teaching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work, it explores 
the thinking framework and logic of applying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elaborated and provided examples to better 
innovate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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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简要回顾了中西方课堂教学现代化及其创新的理论和思想，基于其与管理研究方法论思想互相融通的特点，分析了在
课堂教学创新中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的可行性、必要性和价值性，并结合工作中的实践，对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中的思维
框架和逻辑，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创新进行了阐述和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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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是国之大计，其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并以提高教育质

量为目的。因此，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加强学科建设，创

新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尤为重要。

2 课堂教学创新问题的由来

课堂教学创新是伴随课堂教学现代化的理念提出的。

自 19 世纪德国教育家、哲学家赫尔巴特提出“教学的教育

性”论断以及“五段教学法”奠定了传统教学理论以后，直

到 20 世纪初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及“儿童中心论”等，才对

赫尔巴特的教学理论进行了反思，产生了教学理论现代化理

念。而 21 世纪是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时代，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成为主旋律，课堂教学现代化及其创新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纵观国内外对课堂教学现代化及其创新的各种观点，大

体分为主要的三类。

2.1 沿用西方现代教学理论主要流派的观点
西方现代教学理论的三大流派包括布鲁纳的结构主义

教学理论、赞可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和瓦·根舍因的范例式

教学。布鲁纳提倡发现学习教学模式，格外重视主动学习，

强调学生自己思索、探究和发现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和内在

联系，形成概念，获得原理。赞可夫开展了教学与发展有关

的试验，主张教学应推动发展前进，引导和帮助学生逐级递

进地提高独立解决问题的水平，认为教学结构与学生发展两

者之间是因果联系，并决定了学生的发展进程 [1]。根舍因则

首创了范例教学，反对庞杂臃肿的传统课程内容和注入式的

死记硬背教学方法，提倡改革教材，使学生借助精选过的材

料与范例接触，培养学生在校内外活动中的独立性和主动学

习的能力，养成独立的批判、判断和决定事物的能力。

2.2 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主脉络的观点
2001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的是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

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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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改革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指导思想，对学

科教学的相关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将学科课程设计为分科

与综合相结合、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课程结构，在课程标准

指导下实行多样化的教材选用，对课堂教学则强调与学生积

极互动和共同发展，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并引导学生

在调查、探究和实践中学习，促进而得到充分的发展。

2.3 将教学数智化理解为教学现代化的观点
此类观点认为，中国的教学信息化可以分为电化教学、

数字化教学、智能化教学、现代化教学四个阶段，其中，电

化教学以电视幻灯片为主要手段，数字化教学是在教学资源

建设上把文字、声音、图片制作成电子版或影音视频，智能

化教学则是指在数字化资源基础上增加行为自动记录和跟

踪、结果自动生成、管理与评价自动化无纸化等，而提到现

代化教学，则认为实现了教学智能化，教学的现代化就自然

实现了 [2]。不能否认此类观点对于丰富教学现代化手段的促

进作用，但过分强调教学手段和教学条件，而非将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作为教学现代化的核心关键，略显偏颇。

不难发现，纵观国内外的课堂教学创新核心思想，其

共识和融通之处在于以学生为本，培养和渐进式提高学生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提倡和采用的各种课堂教学创新也大

都集中到授人以渔、学以致用的原则和目的上。

3 课堂教学创新中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的分析

在奠定现代课程理论的《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一书中，

泰勒提出了关于课程编制的四个问题，包括学校应当追求的

目标、选择和形成学习经验、有效地组织学习经验和课程评

价，即包含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个要素的目标模式课

程开发思想。对于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而言，可以将这四

个方面作为研究框架来开展工作：首先要确定课程目标，其

次要根据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再次根据目标组织课程内容，

最后根据目标评价课程。这种课堂教学创新逻辑，与管理研

究方法论探讨的研究工作路径和程序，是高度契合的，因此

在课堂教学创新中，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是切实可行的 [3]。

3.1 可行性
课堂教学创新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渐进式提高学生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管理研究方法论的目的旨在提高学生做

研究和写论文的效率和质量。对于任何学生而言，在从咿呀

学语到进入校园，直至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之前，其所面对的

学语言、做游戏、认图识字，从站起来到走起来、跑起来，

以及从学会解一道题，到能够开展学术课题研究，从小到大

都是在不断地解决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既然课堂教

学创新是以学生为本，那么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来重新审视

和更好开展课堂教学创新，是完全行得通的。

3.2 必要性
课堂教学创新的重中之重是构建特色课程体系，不管

引入如何先进的理念、如何现代的手段、如何引人入胜的案

例和实证，在操作层面基本上仍是从学科教案的重新编辑、

课堂教学资料的重新整理开始，而此类操作工作离不开对于

课堂教学设计的再思考，其过程是一个个原原本本的教学研

究改革课题。而管理研究方法论恰恰就是帮助研究者在研究

过程中少走弯路的思维方法和逻辑规范，在课堂教学创新的

迫切需要和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中，运用方法论开展工

作，无疑对于课堂教学创新和提高教学科研水平，都是十分

必要的。

3.3 价值性
课堂教学创新，是一种规范的做研究的工作。研究方

法论是创新的基础，有利于使课堂教学创新不拘泥于固化的

步骤程序，却又不违反基本原则。特别是运用管理研究方法

论，有利于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可以有基本规范可循，提

高课堂教学创新工作效率和质量；二是可以建立基于规范地

观察各个学科课堂教学创新的思维框架；三是有利于教师开

展自我评价改进，以及开展不同学科课程之间的相对公允的

比较评价。因此，在课堂教学创新中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

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4 课堂教学创新中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的实践

管理研究方法论所提出的研究工作规范，包括问题阐

述、文献综述、假设提出、数据收集、统计分析、信度和效

度判断，以及研究报告或论文的撰写等各个环节的规范。其

中所蕴含的规范性，是指进行研究的程序和步骤是有序、清

晰、结构化的。以《商务沟通与谈判》课程中商务谈判过程

单元的课堂教学设计为例，笔者进行了以下实践工作。

4.1 重新审视课堂教学中更为本质的论题
正常逻辑下此单元的授课内容包括商务谈判准备阶段、

开局阶段、摸底阶段、报价阶段、议价阶段、成交阶段，似

乎一切商务谈判活动都是顺理成章，都会最终实现成交。然

而，现实中并非如此，不排除有的十分顺利，但更多的商务

谈判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因素，因此要重新审视我们

的论题，商务谈判的过程是为了最终实现成交，还有没有其

他因素。根据与企业人士的交流，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客户

很多时候虽然更关注产品，但能够使客户达成购买意向的往

往是企业在商务活动中所展示的专业性。因此，我们的论题

就变成了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去探讨在商务谈判的准备阶

段和过程之中，如何才能充分地展示商务人士的专业性，并

通过这种专业素养来实现成交，而不仅仅拘泥于进行谈判可

行性分析、确定谈判目标、拟定谈判计划和议程等这些更加

注重谈判形式而非谈判实质的讲授内容。

4.2 利用假设树让课堂教学过程更加真实
商务谈判过程是最适合开展案例教学和实训教学的，

这些课堂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快速理解和掌握商务谈判

的各个阶段及相关的方法，通过让学生演练商务谈判过程，

仿佛一下子学生就变成了商务人士，商务谈判过程也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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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的剧本发展下去。但是，现实中的商务活动中，往往不

按套路出牌的事情层出不穷，因此就要让学生自发地考虑到

各种情况。例如，学生先设定一个核心假设，是客户很愿意

买我们的产品，但又担心售后服务不能及时提供，然后再根

据愿意买但怕服务跟不上这个顶层假设去逐级推演下层子

假设。这时学生就会提出诸如客户非常熟悉产品功能和不太

熟悉两个子假设分支，然后再向下分解为是否熟悉产品技术

操作等等，再根据这些假设来进行商务沟通策略的设计，学

生偶尔就会自发想到我们的产品服务可以分不同等级，有的

提供视频说明就可以节约售后服务成本，有的进行简单的电

话指导即可，还有的就需要技术人员上门服务等。按照这样

的方式来设计课堂教学，就让情景模拟更加真实，任务化实

训不拘泥于固化的剧本。

4.3 利用信度和效度概念让课堂教学更有接受性
商务谈判过程的课堂教学，不管是演绎式地向学生讲

授案例，还是归纳式地让学生通过情景模拟实训自发总结经

验，都绕不开一个终极问题，就是学生本身并不是标准化的，

他们的性格特点、知识积累、表达技巧等各有不同。如何使

害羞内向的学生也能进行勇敢的表达，或者让滔滔不绝的学

生能够在交流中快速切入谈话主题而非天马行空，又或是让

本身在沟通谈判领域很优秀的学生认识到他们也是要进行

专业训练并且能够获得再提高的，这些问题就要依赖信度和

效度的概念。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往往是在最初期经历了

各种尝试后，根据各种不同沟通结果的反馈，逐渐演化为最

能保护自己内心或最能达成目的的处事方式，这种经验的固

化是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而管理科学更加强调规律性，

特别是在控制和调整变量参数下的变化规律 [4]。在课堂教学

中，如果让学生主动地试验在不同情景模式下通过调整策略

来观察其对于结果的影响，这时学生就会意识到，自身是不

是可以做出新的不同的尝试。敢于迈出这一步，授人以渔、

学以致用、敢于实践、独立判断等课堂教学创新的目的也就

达到了。

5 结语

运用管理研究方法论来重新思考课堂教学创新问题，

是笔者在过去教学中的日常思考和探索实践，运用方式还很

不成熟。但即便如此，也感到对于个人日常教学工作和开展

课堂教学创新都十分受益，因此分享出来与各位同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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