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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治理(全英语)》课程综合性较强，内容也比较抽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曾陷入学生积极性不高，

课堂参与率低等困境。由于公司治理的主要理论来源于企业的相关治理问题和案例，因此，我们可以采

用情景剧和案例辩论等灵活的教学方法，把公司治理案例改编成情景剧和辩论主题，组织学生分角色扮

演股东、董事或总经理进行决策模拟，或者参与案例辩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动参与者有利于教学效

果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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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ll English)” is comprehensive and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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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aching, teachers have fallen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low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low par-
ticipation rate in class. Since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es from the rel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s and cases, we can adopt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Sitcoms and case 
debates to make corporate governance cases into sitcoms and debate topics, organize students to 
role play shareholders, directors or general managers, or participate in debates. It is advanta-
geous to the improvement teaching effect that makes the student become the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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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司治理(全英语)》涉及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和法律等多个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经济管

理类的核心专业课程。这门课程的学习无论对于学生继续深造，还是未来入职后的视野拓展和职业生涯

规划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课程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专业性和综合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常常感

觉课程内容枯燥晦涩，很难理解，也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虽然《公司治理(全英语)》课程比较抽象，但课程内容和理论都来自企业治理的相关问题和案例。因

此，我们可以把故事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把公司治理案例编成情景剧或案例故事，用通俗的语言把故事

讲给学生听，学生听懂了故事也就掌握了课程的主要内容。而后，把企业案例编成情景剧或辩论主题，

组织学生参与情景模拟和案例辩论。学生在参与情景模拟和辩论式案例讨论的过程中，不得不主动应用

课程知识分析公司治理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种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方法，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从而达到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 

2. 《公司治理(全英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困境 

《公司治理(全英语)》的学习对经济管理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具有关键作用，但很多老师和同学认为，

课程难度大，覆盖面广，学生学起来很吃力。还有的学生认为课程枯燥无趣、抽象不实用、形同虚设等

等。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如何把抽象的理论讲清楚，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如何提高学

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等问题。 

2.1. 课堂枯燥无趣 

《公司治理(全英语)》主要阐述了如何指导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详细解释了股东、董事会、

高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责任。课程内容以现代企业理论为基础，涉及管理学、会计学、公

司法和相关法规、法案等内容。因此，教师的照本宣科和一言堂难免令课程的内容听起来枯燥无趣。学

生也很难对课程提起浓厚的兴趣。 

2.2. 课本抽象难懂 

即便是本科高年级的学生也没有相应的企业工作经验，对企业的相关制度了解较少，在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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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很难产生感性认识，因此，不能对课程内容形成较深入的理解。比如，讲到董事会的职责，学

生无法清晰理解董事会和高管之间的关系，常常疑问，既然董事会负责监督和评估高管的绩效，为什么

有些高管同时也是董事会成员呢？再比如，为什么没有企业股份的高管可以把企业管理好？为什么中小

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却不能参与企业决策和任意动用企业资产等等。很多理论细节令学生感觉云里雾

里，抽象难懂。 

2.3. 课本抽象难懂 

学生对课程内容不感兴趣，没有认真掌握课程的核心内容，自然无法深刻理解公司治理相关制度对

于上市公司的重要意义。不少同学认为，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的管理意义不大，比不上战略管理和运营管

理对企业的指导和影响作用大。但是公司治理是企业的制度和企业的根本。如果我们把企业比作一棵大

树，那公司治理就是树根，企业的战略、运营、产品等等是企业的树枝和树叶。没有公司治理制度的规

制，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组织与管理风险等接踵而至，企业这棵大树早晚是会枯死的。 
《公司治理(全英语)》的困境和问题主要原因于传统教学方法对于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教学效果不理

想。公司治理的传统教学方法主要包括：理论教授和案例分析。但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听得稀里糊涂，案

例分析中自然无法灵活运用，教学效果一般。在教学过程中，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解相关理论，带领学生

讨论案例，并组织学生参与案例改编的情景剧模拟和主题辩论，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课程内容，而且，

有利于学生应用公司治理理论分析和解决企业问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学习效果。 

3. 情景剧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既然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管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相关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努力掌握这门课的核心内容，

老师也应该努力把这门课教好。要想让学生学好这门课，就一定要让学生意识到这门课的重要性，了解

这门课的应用价值，发掘课程的趣味性，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那么，教师必须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做出

相应的调整，避免用晦涩的专业术语讲解抽象的课程理论，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把公司治理理论，变成生

动有趣的故事，把企业案例变成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情景剧。这样，提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会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 

3.1. 公司治理案例改编情景剧 

所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具有生动具体的情节发展。教师完全可以根据

事件发生的关键情节，编成情景剧。情景剧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公司治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帮助学生

认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例如，“宝万之争”的情景剧讲述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治理作用；“国美控

制权之争”的情景剧反映了公司治理制度的规范性对企业控制权的影响；“人民的名义”的情景剧讲述

了中小股民参与公司治理的意愿和途径；“花瓶独立董事”的情景剧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独立董事的职责

和困境；“国有企业 59 现象”的情景剧反映了高管薪酬的设置与高管激励的关系；“瑞幸咖啡退市”反

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导致企业信息失真和企业退市的风险等等。这些情景剧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

体会到公司治理对于上市公司管理的动态影响。 
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激励学生主动理论联系实际，利用课本知识分析和解决公司治理问

题。情景剧教学法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活跃起来，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组织学生参与

公司治理案例情景剧角色扮演，可以使学生切实了解公司治理案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各自的目标、行为，

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学生在情景剧扮演的过程中，不得不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企业的治理问

题，学生学习的目的更明确，从而也无形地提高了学生的应用能力，进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情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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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师要尽可能保证学生课前充分预习理论知识和案例分析，确保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

活动中。教师还需要根据案例编写情景模拟过程，保证组织课堂情景剧能够有序开展，并策划课堂总结，

组织学生谈感想和体会，为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提供方向性指导。 

3.2. 情景剧教学法实例——“人民的名义”之中小股东维权案例 

3.2.1. 案例背景 
2005 年，中国正式启动历史性的股权分置改革。同年 10 月，一家名为“金丰投资”的上市公司开

始启动股改，提出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 10 送 3.2 股，以获取全流通资格，并于 11 月 28 日表决。 当
时周梅森持股约 70.25 万股，是金丰投资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因为 A 股连年下跌，他在这只股票上的

投资损失惨重。他对这个股改方案感到愤怒。他认为：“对价应该在 10 送 4 股，最起码也要在 3.8 股以

上”[2]。 
周梅森呼吁中小散户团结起来，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否决大股东的股改方案。于是，就有了后来记入

中国证券史的三封著名公开信：《作家周梅森致全国流通股股东的一封公开信》、《周梅森致非流通大

股东并国资部门的公开信》和《周梅森致管理层的公开信》。 三封公开信通过财经媒体和网络发表后，

激起了冲天的波澜。2005 年 11 月 28 日，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中，约 41%的流通股股东对金丰投资股

改方案投了反对票，从而使该股改方案没有达到法定赞成比例而被否决。金丰投资成为全面股改开始之

后唯一一家因中小流通股东维权被否决的上市公司 。 

3.2.2. 情景模拟实验设计 
案例主要包括两个参与主体，分别是：“金丰投资”的高管和大股东；以周梅森为代表的中小股东。

情景模拟的主要过程包括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金丰投资启动股改，公布股改方案；第二阶段，周

梅森联合中小股东提出质疑；第三阶段，“金丰投资”股改投票被否决。 
以一个 30 人的教学班为例，将同学们分为 15 人一个小组，一共两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分别参与一

个情景角色的模拟。小组成员分工协同合作，完成资料分析，推敲，制定决策方案，起草角色演练和辩

论的演讲稿，并推选小组反应敏捷，口才较好的小组成员参与情景模拟。在角色演练整个博弈过程中，

决策和情节发展可以不完全参照真实案例的发展过程，只要决策合情合理即可。学生在推演的整个过程

中，既可以应用公司治理的理论，同时也可以提高管理决策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3.2.3. 教学设计 
首先，教师将案例资料上传课程中心，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包括阅读教材相关内容和案例材料，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多查些参考资料。 
其次，第一次课为理论讲解课，教师简洁介绍不同类型股东影响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和案例的发展

过程，并对根据案例进行情景角色模拟的要求布置给学生。 
然后，第二次课为情景模拟课，学生分角色扮演股改中的不同主体，推演整个博弈过程，每个小组

对所扮演的主体在股改方案投票中所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进行总结。 
最后，不同小组的同学对其他小组同学的表现打分，并评选出最佳口才、最佳组织、最佳决策和最

佳领导。教师总结案例所给出的启示，并根据同学们的表现进行点评。 

4. 案例辩论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案例讨论是一种很多老师都会在课堂上采用的教学方法。但是，有时案例讨论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却

不尽人意。如果老师仅仅是在课堂上带领同学们分析案例背景，应用课程相关理论来解释问题的原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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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对策，那么，很多同学如果没有进行深入思考，就不能参与到案例分析中，听得犹如过眼烟云。 
假如学生可以在课下认真预习案例内容，课上主动参与到案例的讨论中来，学习效果就会有很大的

提升。那么，怎样才能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案例讨论中呢？一个很好的方法是组织学生参与课堂辩论。

教师可以根据案例内容设计不同的观点，组织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学分小组参与辩论。这样不仅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鼓励学生预习案例，形成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应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下以

“雷士照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介绍辩论式案例讨论教学法在《公司治理(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4.1. “雷士照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背景 

1998 年底，吴长江出资 45 万元，他的另外两位同学杜刚与胡永宏各出资 27.5 万元，以 100 万元的

注册资本创立了雷士。2010 年 5 月 20 日，雷士照明港交所上市。2011 年 7 月 21 日，雷士引进法国施耐

德电气作为策略性股东，由软银赛富、高盛联合吴长江等六大股东，以 4.42 港元/股(较当日收盘价溢价

11.9%)的价格，共同向施耐德转让 2.88 亿股股票。施耐德耗资 12.75 亿港元，股份占比 9.22%，成为雷

士照明第三大股东。创始人吴长江早已失去第一大股东地位，而软银赛富在雷士上市以前就已是相对控

股的第一大股东。 雷士董事会由 9 人组成，其中创业元老吴长江和穆宇为执行董事，来自赛富的阎炎和

林和平占两席，高盛的许明茵占一席，施耐德的朱海占一席，另三人为独立董事。9 人董事会中吴长江

只占两个席位，难以控制董事会，在赛富，高盛，施耐德成为一致行动人后，更是寡不敌众。 
2012 年 5 月 25 日，吴长江宣布辞去其一手创建的雷士照明一切职务，接替他出任董事长的则是软

银赛富的阎焱，新任 CEO 则是来自于施耐德的张开鹏[3]。2014 年 10 月 4 日，吴长江被刑拘，次年 1 月

5 日，吴长江被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移送至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雷士照明的创始人吴长江大气、豁达，工作拼命，情商很高，在经营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很多老员

工对他有感情。雷士照明的发展离不开吴长江，但吴长江最终却锒铛入狱，彻底离开了自己辛苦创办的

公司。 

4.2. “雷士照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辩论设计 

“雷士照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主要设计三个辩论主题，一个是公司上市之后，创始人应该持续经

营企业还是应该让位职业经理人或机构投资人，哪一种方式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第二个问题创业企业是

否应该引入外部机构投资人的融资？第三个问题是创业企业在公司治理制度上如何设计才能避免公司控

制权的争夺？ 
第一步，讨论之前先把相关案例资料发给学生，给学生 1 周的时间分析理解。课堂上，老师根据案

例背景，提出问题。第二步，根据问题的数目对学生进行分组。假如是 30 个同学的教学班，案例提出 3
个问题，可以考虑每组 10 个同学，分 3 组。每个小组负责讨论一个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同学分为甲方和

乙方。第三步，每个小组共有 30 分钟辩论时间，5 分钟甲方阐述观点，5 分钟乙方阐述观点，15 分钟双

方辩论，5 分钟学生总结。最后，教师点评，对学生的案例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等方面

给出综合性评价。 
学生只有深入了解案例才能在辩论中说服对方，并获得支持。学生加深对案例的理解，并运用课本

理论分析和解决案例问题的过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帮助学生把握课程的学

习目标，明确学习方向，学习不再迷茫，学习动力更强。因此，相对于案例讨论，案例辩论的教学方法

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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