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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理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程，高校若能结合中国管理情境“因地制宜”、并针对国际生的特点“因

材施教”优化管理学课程教学，将成为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经管人才、提升学校国际声望的重要途径。

在“新文科”概念的大背景下，本文结合目前国内管理学教学现状以及针对修读过管理学课程的国际生

的问卷调研结果，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课堂参与方式和教师个人素质几个方面提出面向国际学生的

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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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ajors. If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can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based on China’s management situation and “teach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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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of management courses acco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of culti-
vat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enhance the in-
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the school.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cept of “new liberal ar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management teaching and the results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have taken management courses. Finally, we propose new 
idea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management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methods and teach-
ers’ personal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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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围绕国家战略不断对外开放，尤其是在中央《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

管理办法》以及《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等文件出台后，许多高校重点面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设立了相应的国际学生奖学金，形成了多元的来华留学资助体系[1]。管理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

学生所修读的必修课，已经被广泛纳入了国际留学生的本科教学培养方案中。然而，不同于本土管理学

课程的教学，国际学生来自多个国家，语言、文化、种族、年龄等各不相同。并且管理学的相关教学案

例也涉及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模式，这些都会给国际学生的管理学教学带来挑战。 
因此，如何针对国际学生自身的特点结合管理学教学特色，对国际学生“因材施教”，而对管理学

教学资源“因地制宜”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育教学改革问题。在“新文科”概念提出的大背景下，本文

拟对建设管理学新专业，推动管理学在不同语言教授环境下的新交叉、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实践管理

学教学新模式以及建设结合中国本土管理情境的新课程做进一步探讨。 

2. 因“材”——经管类国际留学生的特点 

以广东工业大学国际文化教育中心的留学生为例，表 1 汇总了 2022 和 2023 届国际留学生的语言文

化背景。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出留学生主要有以下特点：1) 学习基础差异较大。不同于中国的大学

生通过全国高考或者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进入高校，本土大学生有相对统一衡量标准，国际生却不同。

由于国别的差异，在某些重视教育的国家，国际生在高中阶段就选修过学校开设的管理学相关课程，对

管理学课程有概貌了解，学习的兴趣相对浓厚，对教学内容的要求会更高，效果也会更好[2]。此外，国

际生的外语能力参差不齐。广东工业大学虽然对入学的语言水平做了相应要求，但学生们的母语是否为

英语也会影响管理学的教学效果。他们的汉语水平(HSK 级别)1侧面反应了他们来华时间的长短和对中国

概况的了解。汉语水平更高的学生，对中国管理学情境的理解相较于汉语水平较低的同学更加容易。2)
热衷表达，喜爱与人沟通交流。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国际生相较于本土学生更愿意主动与老师互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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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SK：汉语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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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多数思维活跃、性格活泼，上课前会主动跟老师和同班同学问候、打招呼。不同于中国学生羞于表达

和提问，国际生更喜欢参与课堂，表现自我。在课堂上，老师发起的提问，国际生会相对踊跃地回答。

即使老师没有主动发起提问，若他们遇到困惑也会主动打断老师，举手提问。一些国际生不会因为自己

专业知识欠缺或者语言沟通障碍而羞于启齿，他们有时会借助翻译工具，或者使用母语和相同文化背景

的同学讨论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Table 1. International student language proficiency survey 
表 1. 国际生语言能力情况调查 

国籍 人数 母语 国籍 人数 母语 

阿塞拜疆 1 阿塞拜疆语 塔吉克斯坦 1 塔吉克语、俄语 

埃及 1 阿拉伯语 哈萨克斯坦 2 哈萨克语、俄语 

俄罗斯 1 俄语 科特迪瓦 2 法语 

冈比亚 1 英语 尼日尔 3 法语 

哥伦比亚 1 西班牙语 塞内加尔 3 法语 

孟加拉国 1 孟加拉语、英语 刚果金 5 法语 

南非 1 法语 吉尔吉斯斯坦 5 俄语 

约旦 1 阿拉伯语 马里 6 法语 

乌兹别克斯坦 1 乌兹别克语 几内亚 10 法语 

也门 1 阿拉伯语    

3. 因“地”——中国学生管理学教学现状 

对比目前本土管理学的教学现状，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课堂参与方式以及教师个人素质几

个方面做简要归纳。1) 教学内容。中国学生管理学教材使用的是由美国著名教授斯蒂芬·罗宾斯主编的

《管理学原理与实践》(第 10 版)译丛教材。书中所涉及的企业案例分析大多数是美国的知名企业，鲜少

涉及中国情境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情况。2) 教学模式。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翻转课

堂”“线上线下混合式课堂”正被广泛应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课堂[3]。MOOC 平台(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开放，多媒体教室的使用旨在丰富学生获取教学资源的途径，让学生主动学习。本土管理学的

教学模式也结合了线上观看录课视频，线下听取教师讲授的混合授课方式。3) 课堂参与。本土的管理学

教学设计了多维的学生参与方式。由于管理学课本中涉及大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企业实际案例，教师

通常会设置一定数量的课堂问答。为了激励学生更加踊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在很多情况下学生的课堂参

与程度也被纳入了平时成绩的考核范围之内。此外，除了个人层面，本土管理学也会有意建立“学习型

团队”。通过布置以小组为单位的课堂作业，激发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团队协作。4) 教师素质。管理

学是经管学院的大平台课，几乎每一个经管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因此讲授管理学这门课的老师人数比较

多。既有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资深老师，也有刚分配到工作岗位的年轻老师。而授课老师的教学水平、

语言能力、以及驾驭新的信息技术水平的能力参差不齐，甚至大相径庭。 

4. 制“宜”的可能性——针对国际留学生的调研情况 

前文我们分析了国际留学生的特点以及目前针对本土学生的管理学教学现状。那么国内管理学教学

方面的内容设计、教学模式、课堂参与形式以及教师个人素质是否也适用于国际留学生呢？探究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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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为了给国际留学生制定出一套有针对性的管理学教育教学改革方案。 

4.1. 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选取了广东工业大学国际文化教育中心 2022 届以及 2023 届的修读过管理学课程的来华留

学生。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45 份，去除无效问卷 3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3.3%。 

4.2.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采取自填式问卷调查方式，为了便于留学生易于理解和衡量问卷题项，我们采用了李克特

量表的七分制量表[4]。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根据本土管理学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学生参与方式

以及教师个人素质几个方面设计问卷。为了增强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双语表

述。并在正式发放以前，分别找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做了预调研，且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调查问卷做了题

项表达的修改。 

4.3. 统计分析方法 

由于本文不对所调查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课堂参与方式以及教师个人素质四个方面做相关性分

析，我们主要采取描述性统计的方法相对独立地分析这四个方面的得分。基于李克特七分制量表，我们

将每个题项的得分采用频数、百分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5]。在同一个因素下不同题项，运用计算平均

值的方法观测被调查者的不同偏好。具体来说，我们将得分由 1 至 7，划分为低认同(分值 1~3)，中立(分
值 4)以及高认同(分值 5~7)。 

4.4. 调查结果 

4.4.1. 教学内容 
总体来说，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对留学生的专业知识增长和视野开拓是有帮助的，39 名留学生给予了

高认同，仅有 3 名学生认为这门课对其知识体系的扩充不明显。超过 90%的留学生认为管理学的教学案

例应该既包含中国本土案例，同时又涵盖其他国家的例子，并且他们都期望有更多的课程实践，比如去

中国企业实地走访参观。对于教学内容设置了一题反向题目，询问学生是否认为有些概念细节讲解不充

分导致他们不是很明白，有约半数(50%)的学生反馈曾遇到此种情况。具体内容见图 1。 
 

 
Figure 1. Questionnaire feedback on teaching content 
图 1. 教学内容问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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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教学模式 
对于本土管理学推行的“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设计”教学模式，我们调查了留学生对此的态

度。图 2 结果表明，仅有约 25%的留学生明确表示想要尝试如线上课堂教学的其他教学模式；约 25%的

学生持中立态度，而近 50%的学生不认为目前的课堂形式有什么不妥，也不希望尝试其他形式的教学模

式。66.7%的学生认为比起在家里观看老师录制的上课视频，他们更愿意到教室上课。而对于询问他们是

否会在课堂以外的时间，进行复习或者预习，超过半数(三分之二)的学生持肯定态度而剩下的学生保持中

立。 
 

 
Figure 2. Questionnaire feedback on teaching model 
图 2. 教学模式问卷反馈 

4.4.3. 课堂参与方式 
我们对留学生在课堂中遇到不明白的问题的解决方式来评估他们参与课堂的意愿和参与形式。图 3

数据结果表明，在课堂学习中遇到不懂的知识点或者对于老师提出的思考问题，约 75%的学生更倾向于

询问老师或同学，仅 40%的学生会愿意自己上网搜索或者对其置之不理。而对于例如小组讨论的团队参

与方式，约 75%的留学生表示愿意接受，近 25%的学生保持中立态度。 
 

 
Figure 3. Questionnaire feedback on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methods 
图 3. 课堂参与方式问卷反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64


郭玉娟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164 1078 教育进展 
 

4.4.4. 教师个人素质 
对于教师个人的教学素养，几乎 100%的留学生都认为教师的个人语言能力，PPT 制作和中英文标识、

教师个人的魅力特质、课前认真备课，课堂上积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见图 4)。而在这些教

师个人素养中，留学生们最看重的是教师的个人魅力特质，具体来说比如老师是否亲切友好，讲课内容

是否幽默有趣并且老师本人是否博学多才。而此题项的平均分高达 6.75，是所有题项平均分中的最高分。 
 

 
Figure 4. Questionnaire feedback on teachers’ personal qualities 
图 4. 教师个人素质问卷反馈 

5. “施教”——面向留学生的管理学教学改革 

基于本文的调研情况，结合国际生的特点和本土管理学的教学现状，我们提出国际生的管理学教学

改革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5.1. 优化管理学课程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优化应兼顾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理论教学资源而言，首先需要开发高质量的双语版中

国企业管理理论和案例库，并在教学试卷、课件、文献资料、网络课程中反应出来。在依托现有教材基

本内容的基础上，教学案例应更多结合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境。例如在管理学课程“组织”

这一章内容讲解中可以补充学习型组织在中国的实践，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组织文化建设的一

般模式，中国情境下的本土领导构念等。在谈到“全球化”和“组织社会责任感”相关问题，可以着重

讲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模式以及中国企业对外的资本、技术、人才输出等。在一些

重要知识点加重中国情况与国际化的比较，比如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对于激励员工和领导员工的方式有

什么差异，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导致企业组织结构和设计的不同等。从实践教学资源看，

留学生表达了想要增加课堂实践，去中国企业实地考察的想法。那么首先要加快搭建管理学实训平台比

如高校管理学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为集中实践性教学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条件。其次，要加强与国内中

外资企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校友的资源，为国际生实习实践搭建企业平台。 

5.2. 尊重国际生的特点，丰富和完善教学过程管理 

从我们的调研结果得知，国际生对于信息媒体介入的教学模式比如“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设

计”等的接受程度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明确表示比起在家里观看老师录制的上课

视频，他们更愿意到教室上课。这说明留学生很在意和老师面对面地交流、互动，希望切身体会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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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线下课堂的学习给与了他们更多与老师和同学互动、讨论的机会。为了强化国际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自主能动性，针对国际生的管理学课程考核方式应该采用过程导向、多元结合，充分激发国际生参与的

热情，调动他们的课堂参与积极性。除了仿照现有本土管理学教学中，将课堂参与程度纳入平时成绩的

考核中，国际学生可能比中国学生更在意老师的口头肯定的激励方式。留学生总体的招生规模相对比较

小，一个班级的学生也仅仅是本土学生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因此，给留学生上课更类似于小班

教学。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可通过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来表示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而这也更利于教师

进行教学过程的考核和评价。此外，由于留学生在语言水平以及前期学习基础的差异，约有半数的学生

曾遇到过课堂上相关概念讲解不充分而导致自己不是很明白的情况。那么完善教学过程中的考核就非常

关键了。我们建议除了教学设计上的课堂互动，也应根据重难点知识点设置习题，让留学生作答。这样

既有益于他们巩固知识点，也能让教师收到留学生学习效果的及时反馈。 

5.3. 打造学习型团队 

问卷调研结果反应留学生拥有一定主动学习、解决问题的意识。但是当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他

们更倾向于询问老师或者同学。而有约 75%的学生表示希望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和同学进行小组讨论。

这就表示除了教师讲授以外，可以尝试打造“学习型团队”，以实现“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情

况。国际生热衷互动式教学方式，团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这种互动不仅包括团队内成员之间的互

动，还包括团队与团队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学习和监督。只要教学管理和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恰当，团队

学习能成为激励国际生的有效方式。目前国际生管理学课程教学是和本土学生分开进行的。然而可以试

点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共建学习型团队。例如当讨论全球化环境中的管理

和多样性管理等主题时，需要有不同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碰撞交流。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国际生大多很乐意与中国学生交流管理文化，学习中国企业管理制度。因此，学习型团队成员

可以根据需要加入中国学生，每个团队人数不宜过多。 

5.4. 建设“以学生为主”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对于留学生的授课老师要求要高于本土管理学的教学需求。要求教师既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要

有与国际生交流和教学引导的实践经验。因此建设高水平的授课教师队伍是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要素。

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得知，留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语言与沟通能力，尤其是英语水平有较高的期望。尽管

我们所调研的对象母语不一定是英语，但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能够使任课教师准确理解学生在课堂上提

出的问题，并做出及时解答，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除了语言能力以外，教师的个人魅力

也是学生们喜爱某门课程的关键因素。亲切友好的沟通风格有利于教师更好的引导学生们参与课堂互动，

及时了解到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这样更有利于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教学需求，从而适时调

整教学进度与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最后，教师主动提升自身的跨文化意识也对国

际生的教学有很大帮助。通过调研间隙与学生聊天得知，有个别专业的老师在上课时对某些国家地区的

评论不够客观，其个人观点相对狭隘。而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多涉及组织与员工，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因此，建设具有国际视野，拥有跨文化意识的师资队伍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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