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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Enterprise Management” course has many problems such as content lag, content 
over-lap, teaching method is backward and positioning is not clear. By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Enterprise Management” is positioned as a “trunk” curriculum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 Its objectives in-
clude three parts: cognitive enterprise, understand enterprise and operating enterprise. At the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the strategies such as merging, deleting, reducing and 
increasing, the course content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s innovated and perfected. At the teaching 
methods, taking ability-oriented, diversified teaching and training are formed. At the course assessment, it 
should implement an open, full, project-based assessment whose center is the ability to guide the students in 
“learning to do” and “learning by doing”. In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it should establish multiple stereo cur-
riculum resources. Through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course,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y curriculum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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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企业管理》课程存在内容滞后、内容重叠、教学方法落后、定位不清晰等问题。通

过梳理课程体系，将《企业管理》定位为各专业课程的“树干”课，课程目标主要包括认知企业、理

解企业、运营企业三个部分。在教学模式，应构建“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通过合并、删除、

减少以及增加等策略对《企业管理》课程内容进行创新和完善。在教学方法方面，应贯彻能力导向的

教学方法，形成多元化教学与训练方法。在课程考核方面，应实行以能力为中心的开放式、全程化、

项目式的考核，引导学生“学中做”与“做中学”。在课程资源方面，应建立多元立体的课程资源。

通过本课程的创新尝试，希望能够为中国高校课程建设提供借鉴，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课程创新；企业管理；教学模式 
 

 

*资助信息：本文受齐鲁工业大学第二批创新课程《企业管理》及 2011 年重点教研项目：基于素质能力模型的应用型大学课程体系创新研

究——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例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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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教育规模快速扩张

的同时，教育质量日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急需解决重

大问题。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课程改革是其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其主要载体。顾书明(2002)将课程看

作是教育系统的“软件”，是教育循环系统的“心脏”，

指出教育创新需要进行课程创新[1]。周建平(2009)认为

中国大学课程改革存在“深度”缺失,具体表现为重形

式结构轻实质结构、重表层结构轻深层结构、重课程

设置轻课程实施[2]。曹辉(2009)认为当前中国大学课程

呈现出内容更新频率加快、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相互

融合、通识教育模块加大、课程质量评价标准多元等

新的特点。基于大学课程设计中专业性与综合性、规

定性与选择性、学术性与实践性等一些固有的矛盾，

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的总体趋势应该是：在内容选择

与组织的专业化背景下肯定综合化，在课程传递上提

供创新空间，在课程评价上强调发现与开放，在课程

实施上体现关怀与反思[3]。张忠华、王超(2011)认为课

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工程，大学课程改革首先应

做到合目的性，遵循知识、技术、能力和做人的统一，

确定课程知识的模块组合，使大学课程知识呈现出开

放的“知识树”状态[4]。王根顺、孙俊俊(2012)认为中

国高校课程改革应分化与综合相结合，科学目标与人

文目标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专业教

育课程与通识教育课程相结合，应从重视知识传授向

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并重转变[5]。同样，国际上以

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也把课程创新当作

高校改革的核心。 

《企业管理》(有的高校称为《现代企业管理》)

是中国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必修课程，是大多数经济管

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很多高校的通识选修课。

《企业管理》课程地位如此重要，与以上学者的研究

是吻合的，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理相互渗透，必须

注重人才培养的复合化。相关研究也说明了基础课程

的重要性，如文汝、肖喜燕(1999)提出基础课程担负

着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基础、做准备的重任，

其在高校课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21 世纪将

更需要重视基础课程[6]。尽管有研究人员如孟健、彭

峥(2006)；许才军(2007)；刘平、赖晓晨(2008)等人结

合自身实践，针对具体专业课程创新进行了研究[7-12]。

但真正有关高校基础课程的创新研究却较少见到，有

关《企业管理》课程创新的研究还没有。故此，本文

结合齐鲁工业大学课程创新实践，探索《企业管理》

课程创新的做法，以期为基础课程创新提供借鉴，促

进中国高校课程创新的力度，提高教学质量。 

2.《企业管理》课程的现状与问题 

《企业管理》也许是国内高校开设最多的一门课

程，在国内的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无不把《企业》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开设。鉴于《企业挂历》课程

的重要性，中国很多高校也将其设定为考研的专业课

程或复试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企业管理》一般

面向全部经管类所有专业，甚至全校所有专业开设。

《企业管理》的课程性质与课程定位决定了《企业管

理》课程的重要性。从开设学期来看，大多在大二的

上学期或下学期开设，多是学生学习《管理学》、《经

济学》等课程之后再开设。从课程的学时来看，大多

在 32 学时到 48 学时之间。 

《企业管理》作为一门长期开设的课程，正如以

上研究者所提出的高校课程问题一样，《企业管理》

课程也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企业管理》课程的实

效性。 

首先，《企业管理》课程内容滞后。目前有关《企

业管理》的教材不少于上千种，数量之多，令人咂舌。

但从其内容来看，大多数是大同小异。从时间顺序来

看，内容也没有随时代而进行相应的更新。这导致目

前《企业管理》课程内容陈旧，滞后于企业管理理论

与实践发展。具体而言，诸如商业模式理论、企业理

论(包含交易费用理论、代理理论及能力理论等)、企

业运营理论等内容的缺失。这部分内容的缺失也使得

学校与社会需求脱节，也导致学生对企业管理理解不

深入、不能从系统、整体的角度看待企业管理。 

其次，课程内容与其他专业课程严重重叠，进而

导致“应讲的没讲，讲过的重复讲”，缺乏相应的深

度与广度。在课程体系上，《企业管理》课程与其他

专业课程存在大量的重叠与交叉，如大部分企业管理

中都设置了职能管理(包括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等)，而在专业课程中往往单独设立相应的职

能管理课程，如《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财务管理》

课程、《市场营销》课程等。这些内容在《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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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应的专业课程中均有涉及，导致这部分内容在

《企业管理》课程中只是粗略的讲授，起不到应有的

效果。另外，《企业管理》与《管理学》在课程内容

上也存在较多重叠，如决策理论、计划理论等。这部

分内容的重叠也使得学生认为已经学过，无需再次学

习，降低了学习兴趣。 

再其次，教学方法以课堂教授、知识灌输为主，

方法单一且落后，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当前大部分《企业管理》课程仍以课堂教授为主。这

种以知识灌输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方式目前受到极大

挑战。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生自我意识的增

强，知识灌输性教育方法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而教

育方法的落后，教育效果也难以保证。这种知识灌输

型的教学方法强化知识要点的记忆，学生难以理解透

彻，往往会产生“学得快、忘的快”的局面。在这种

局面下，有的学生彻底放弃学习，主要靠背书应对考

试。 

最后，《企业管理》课程定位不清晰、培养目标

模糊。目前来看，对于《企业管理》认识，一方面大

家认为该课程很重要，另一方面感觉其实际价值不

大，大有“鸡肋”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与《企业

管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定位不是很清晰有关，具体

体现为《企业管理》如何与《管理学》衔接，如何与

职能管理类课程衔接，《企业管理》到底达到什么目

标，要传授那些内容。这些问题不明确，就会导致课

程教育的盲目性，也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3.《企业管理》课程创新建设思想与原则 

《企业管理》作为一门课程，一方面其课程理论

体系与课程内容较为成熟，另一方面丰富的企业实践

活动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并不断倒逼其进行

课程改革。对于这门课程而言，必须妥善处理好稳定

与创新的关系。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结合《企

业管理》课程定位与特色，经过多方研讨，在《企业

管理》课程创新中提出如下原则。 

1) 坚持“知识讲授”向“能力培养”转变的原则。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发展人，培养学生的能力。对于《企

业管理》课程而言，也是如此。知识讲授只是课程教

育的最基本目标，而非最终目标，这也是 21 世纪高

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企业管理》创新课程建

设中，应坚持此原则，引导学生从过去死记硬背的机

械式学习模式中转变过来，在讲授知识的同时，更加

注重学生各项能力的提高。为此，改变传统的知识性

考试，考核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在教学内容上，也

应完善相关内容，与社会实践相接轨。在教学手段上，

应积极采取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思考，

注重学生批判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切实将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培养目标之

一。 

2) 坚持“课堂讲授”与“课下自主学习”有机结

合的原则。课堂上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课下的自主

学习对于学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大

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的一个重要区别。必须将课堂教学

与课下自主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

效果。为此，在课程建设中，教师换位思考，从学生

的角度考虑如何才能提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为此，

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或者学校提供的网络教学

平台，花大力气进行平台内容建设，丰富课下学习内

容，为学生准备丰富的中外“大餐”，吸引学生学习。

此外，老师还应充分利用现代学习理论，将社会学习

理论、行动学习理论运用到课程建设中来，设立了作

业展示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坚持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

《企业管理》属于专业基础课程，理论较为概括、抽

象，学生有时较难理解和掌握。进而，形成了为应付

考试“死记硬背”式机械学习，造成学得快、忘得快。

故此，教师应在课程建设时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将管理理论渗透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渗透到学

生的身边事物中，借此促进学生对管理理论的理解与

掌握。 

4) 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企业管理》

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

可。故此，对相对成熟理论体系进行大范围的创新已

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而应结合现有理论框架，

进行内容的补充与内容的重组。教师在进行《企业管

理》课程建设时，应贯彻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在理论上完善了商业模式理论，企业理论、企业生命

周期理论等内容，更好地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达到学

以致用的目的与效果。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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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管理》课程创新的具体做法 

4.1. 梳理课程体，明确《企业管理》的课程定位 

与培养目标 

首先，对各专业(凡是开设《企业管理》课程的专

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整理，明确各专业开设《企业管理》

的需求，并对其他相关课程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此基

础上，将《企业管理》课程定位基础性专业课，即具

备基本管理知识后，针对企业这种组织所开设的特定

的专业课程。对于其它职能专业课程而言，它是统筹，

是所有职能专业课程的“树干”，起到衔接各职能专

业课程的作用。 

在此定位的基础上，将《企业管理》课程培养目

标划分为三个部分，即认知企业、理解企业、运营企

业三个部分，如图 1 所示。 

如图 1 所示，认知企业是基础目标，通过《企业

管理》的讲授必须让学生清楚的明白什么是企业，企

业同其他组织有那些区别，其核心是什么。在基础目

标的基础上，为加深对企业的认识，深入、全面理解

企业内涵，应通过《企业管理》课程使学生能够多角

度理解企业的本质内涵。在准确认知企业与全面理解

企业的基础上，关键是通过《企业管理》课程能够让

学生掌握运营企业的能力，这也是对认知与理解目标

的强化。通过明确《企业管理》的课程定位与培养目

标，为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及考核方式创新等奠定了

基础，提供了方向。 

4.2. 构建“教、学、做”一体的化教学模式 

根据以上课程定位与培养目标，必须将“企业基

本知识的系统掌握、理论与运用、知识与技能、素质 
 

认知企业：知道企业的特

征、分类等 

理解企业：从交易费用、契约、

能力等角度多方位的理解企业

本质等 

运营企业：从整

体运营企业等 

 

Figure 1. “Enterprise Management” curriculum training objects 
图 1. 《企业管理》培养目标图 

提升与能力训练”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为此，

针对《企业管理》课程特点，构建了“教、学、做”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的部分主要侧重于企业的

基本知识与理论，如企业的概念、企业特征、企业理

论等；“学”的部分主要目的是调动学生课上、课下

学习积极性，教师布置相应的自学内容，学生利用课

下时间进行查询相关资料、案例并自行组织讨论。

“做”的部分主要是让同学动手操作，如企业商业模

式设计、企业整体运营训练等。 

通过构建“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

现了课上与课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传

授与技能训练相结合。通过“教、学、做”一体化教

学模式极大调动了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4.3. 《企业管理》课程内容的创新 

课程内容是课程教学的主要载体，内容创新与完

善是课程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参照《企业管理》课

程定位以及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进展，整合原

有课程内容，采取“合、删、减、增”对《企业管理》

课程内容进行了创新尝试。 

“合”主要是将课程内容合并。《企业管理》现

有内容多而分散，导致学生对企业管理缺乏整体认知

的等问题，对《企业管理》部分内容采取合并，如将

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等内容

合并到运营管理之中。通过内容的合并，使得学生对

企业各职能管理模块的衔接有了清楚的认知。 

“删”主要是将与其他课程重叠的内容删减掉，

如在《经济法》中已将公司制的形式、类型与特征介

绍的非常全面，在《企业管理》中没有必要再进行涉

及。再如决策树、盈亏平衡分析等决策方法在《管理

学》、《财务管理》等课程中均有讲述，故可以将其删

除。在重叠内容删减的基础上，要增加应教授内容的

深度和广度。 

“减”主要是压缩相关内容，减少讲授时间。“减”

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企业职能管理内容上。现在《企业

管理》课程大而全，对企业职能管理内容多有涉及。

根据各专业课程体系以及本课程的定位，我们减少了

有关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技术管理

等方面的内容，只讲概要，一是让学生明确企业管理

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二是激发同学的专业兴趣，为后

续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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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主要是增加有关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

进展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分布在企业战略管理、现

代企业理论以及现代生产管理等。《企业管理》新增

内容如表 1 所示。 

4.4. 《企业管理》教学与训练方法创新 

《企业管理》课程定位是以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

为主。故此，在传统课堂教授的基础上，贯彻以能力

为导向的教学与训练方法，将理论知识讲解与企业实

践运作结合起来，将学生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结合起

来，将学生课堂学习与课下多渠道学习结合起来，将

课内与课外结合起来，形成了“教室第一课堂+校园

第二课堂+社会第三课堂”的“大课堂”教学模式，

打破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的框架。本课程教学方法与

训练方法如表 2 所示。 

为保证教学方法的顺利实施，我们改进了师资配

置方式，组建了校内与校外两个教学团队。在校内师

资配置上，也改变过去一名教师以纯粹的理论讲授为

主的“单人单体课程”模式，形成了“团队协作”方

式施教模式，即采取按模块分工、团队协作的方式组

织教学。在校外师资方面，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吸

引企业老总、副总等中高层管理者进来，从企业实践

角度讲解企业管理。此外，我们编制了《企业管理模

拟实验方案》，设置了相应的角色，利用网络教学平

台充当市场以及交易途径，进行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模

拟操作。由于该模拟方案的主体都是由老师、教学助

理、学生组成，模拟的逼真程度较高，学生的积极性

也较高，切实锻炼的学生的能力。 

通过上述教学方法与训练方法的创新，使得《企

业管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互贯穿，相得益彰，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间的“两张

皮”问题。 

4.5. 《企业管理》课程考核方案创新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在评价方式上，我

们改变过去一张试卷定优劣的状况，注重评价的多元

性，强化过程性评价。具体操作上，我们构建了集知

识(knowledge)、能力(ability)、过程(process)评价为一

体的“KAP 立体考核法”，在注重基本理论知识掌握

的同时，侧重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和学习过程中的考 
 

Table 1. “Enterprise Management” curriculum content adding 
表 1. 《企业管理》课程内容增加表 

序号 增加或完善内容 依据与目的 

1 现代企业理论 从多个视角了解企业，加深对企业理解，提高学生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 

2 企业商业模式 了解现代企业经营的核心，熟悉企业外部环境的发展，能够更准确、深入分析企业发展趋势 

3 
传统文化与现代 

企业管理 
掌握企业经营管理背后的影响因素，理解文化如何影响企业管理的， 
更好理解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4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掌握企业发展的一般性轨迹，了解企业发展的各阶段特征，理解企业发展各阶段变革的重点 

5 企业运营战略管理理论 
从整体上掌握企业运营，掌握现代企业运营管理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加深对企业实际运营的理解 

 
Table 2. “Enterprise Management”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表 2. 《企业管理》课程的教学方法 

序号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与目标 

1 课堂理论讲授 基本的理论知识，整体理论框架教授，使学生掌握《企业管理》整体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 

2 案例教学与讨论 
引入企业管理案例，引发学生思考，布置作业，督促学生进行课下讨论加深学生对企业理论知识

的理解，提高其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3 小组讨论 
设置专题问题，进行分组设计，组织学生进行课下小组研讨， 
全面提升学生的组织能力、人际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等 

4 课程设计 利用所讲授支持，布置课程设计任务，由学生完成相应的设计方案 

5 模拟操作 对学生进行分组，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对企业模拟操作，在实际运用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6 行动学习 
运用社会学习理论，提倡行动学习，将学生小组讨论、作业公开， 
使其自我观察或观察别人，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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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行了以能力为中心的开放式、全程化、项目式

的考核方式。课程考核实行百分制考核，考核内容共

分 5 个部分，如表 3 所示。 

这种考评方式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他们积极参与到课堂和网络讨论中来，大胆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扩大了

学生的阅读视野，提升了专业素养。这种科学动态的

考核方式对于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 

4.6. 《企业管理》多元立体的课程资源创新 

课程资源是学生日常学习的重要保障。由于现有

《企业管理》教材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故此，

我们结合课程定位，自行编制了课程教义。目前课程

教义已经基本成熟，并联系清华大学出版社或机械工

业出版社出版。 

在课程时间教学方面，我们引入《成功日志》训

练学生的自我意识开发能力、压力管理能力、情绪管

理能力、创造性和分析性地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

计划能力、目标管理能力、时间管理能力、沟通能力

等。《成功日志》为学生管理技能开发提供了工具，

使得学生不仅“学”，而且“做”，将“学中做”与“做

中学”有效结合起来，起到较好的效果。 

此外，我们利用学校提供的网络教学平台，引用

管理技能开发测评工具，学生可登陆平台，对自身的

人际技能、压力管理技能等随时进行自测，发现自身

存在不足，进行有针对性学习。当然，利用网络教学

平台，我们随时收集、上整理有关教学资源，包括课

堂实录、专家讲座、影视资料，为本课程学习者提供

了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 

在实践教学环节上，我们还自行开发了企业运营

管理模拟实验。本实验借鉴沙盘模拟课程，是集知识

性、趣味性、对抗性于一体的管理类实战模拟实验。

参训学员一般被分成若干个团队，每个团队由总经

理、财务总监、营销总监、生产总监和物流总监等组

成。通过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实验，贯彻“能力”

导向的学生培养目标，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将所

学企业管理知识转化为能力。 

5. 结束语 

齐鲁工业大学《企业管理》课程创新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

在现实中还存在如下不足： 

一是外聘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尽管建立了外聘师

资的甄选机制，大部分外聘师资都是企业高层管理

者，但他们授课经验还较为欠缺，有的外聘老师理论

功底也不是很深厚，讲课内容有些偏散，导致学生消

化吸收困难。 

二是专任老师精力、时间难以保证的问题。《成

功日志》、企业经营管理模拟实验都需要一对一辅导，

加大了专任老师的工作量。现实中，由于专任老师教

学、科研任务过重，学生的交易信息难以及时回复，

导致学生抱怨，积极性下降。 

三是经费及资源保证问题。由于学校拨付经费有

限，大部分外聘师资是因专任老师的情感关系而近似

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课程建设的。这对外聘老师专业化

队伍建设，以及本课程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如何建

立相应的经费及资源保障机制是本课程建设面临的

一个关键问题。 

总之，通过本课程的创新，希望能够对中国高校

课程创新有所启迪，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高校

课程创新中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Table 3. “Enterprise Management” curriculum assessments 
表 3. 《企业管理》课程考核 

考核部分 考核内容与依据 所占比例 

第一部分：课堂表现与网络自学 根据到课率、课堂参与度及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学习情况进行确定 20% 

第二部分：课程设计作业 完成一份完整的商业模式设计报告，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具有可行性 20% 

第三部分：课程模拟实验 
分组完成企业经营模拟实验操作，相应文件齐全， 
组内协作良好，交易记录完整 

30% 

第四部分：管理技能训练开发 完成成功日志，没有成功日志的同学需完成作业或测试一份。 20% 

第五部分：管理技能测验与诊断 
完成相应的调查问卷。对自身能有清楚的认知， 
并有针对性发展的自身管理技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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