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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higher professionals 
from all aspect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strengthening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en in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mod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so the lag of 
teaching mode will reduc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ourses to some extent, 
and a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n the current un-
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the most common educational reform methods used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eminar and case teaching metho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dopts the one-way 
mode of “teacher-teacher-student acceptance”, but the Seminar teaching method and case teaching 
method both take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one-way teaching mod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ry to 
achieve “teaching while learning” in the course teaching. Taking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ross application of Seminar teaching method and 
micro-cas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oping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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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高等专业人才从各方面都提出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加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而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当中，创新创业教育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目前各高校对经管类专业人才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从而教

学模式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经管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影响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在当前

大学本科教学改革方面，国内外运用最普遍的教育改革方法是Seminar与案例教学法。传统的教学方法

是采用“老师传授–学生接受”的单向模式，而Seminar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都以改变这种传统单向教

学模式为出发点，力图在课程教学中实现“教学相长”。本文以经管类课程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创业

教育的大背景，旨在探索Seminar教学法与微案例教学法的交叉运用，希望能够提高课程的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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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创业(简称“双创”)工作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经管类专业是创

新创业人才的重要训练营。而在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实践教学的目标是与引导高素质创新型应用人才这

一任务相符合的，该模式的特征是以学生为主体并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为重要方向。相比之下，课堂教学

能够相对稳定地组织、设计并调控教学活动，它能够将课堂教学哲学、课堂教学策略、课堂教学过程、

课堂教学成效与教学审美等集中展现出来，在知识传授与人才培养方面运用时间最为有效。不同类别的

课程有其不同的最优课堂教学模式，作为商科院校的主要教学内容，经管类课程具有显著的综合性、实

践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

和思考能力的培养，进而不利于学生双创能力的发展。 
案例教学通常采用典型案例情景模拟的授课方式，对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开拓能力，尤其对于本科生

来说，通过参与案例分析可以增加实践训练积累[1]。所以，案例教学模式十分契合经管类专业人才双创

能力培养的需要。在经济管理类课程的设计过程时，学校通过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来帮助学生运用理论

知识并解决实践问题，进而引导学生迅速扎实地掌握经管类课程的重点内容，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2]。
但是，目前高校教学重理论轻实践这一问题仍然较为显著，一方面很多高校没有认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即使高校已经采用案例教学的模式，但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改进。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

展人的唯一方法”。辩证唯物论的教育哲学观是高校开展实践教学以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理论基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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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双创教育的背景下，高校经理管理类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案例教学法的科学、合理应用。因

此本文致力于研究基于团队互动(Seminar 教学法)的经管类课程微案例教学方法，旨在探索一种适合经管

类课程的新型交叉式教学模式，重点关注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课堂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社会发展需求，

为经管专业学生顺利步入社会奠定基础。 

2. 微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应用 

案例教学法采用将典型案例在课堂学习中重现的方式，引导学生根据案例内容展开分析讨论，帮助

学生真正的站在企业角度结合理论内容来解决实践问题[3]。微案例是在满足教学目的和内容需求的基础

上，仅选择一个问题，并强调描述的客观性，它要求案例阐述的问题和情景是在企业实际经营中发生过

的。有时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可能会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案例情节，但是要保证基本思想必须是真

实的，且要合乎逻辑并符合课程要求，不能出现单凭主观想象而随意编造的情况。同时，微型案例要根

据课程内容以及教学需要来提前准备，需要针对性地与授课内容紧密结合，从而达到启发学生并推动课

程顺利开展。 
经管类课程教学实施微案例教学法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是选择恰当的案例。微案例要紧密结合课程

知识的难点或重点，在选择微案例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简短性原则：单个微案例要保证用简短的内容来说明所要阐述的问题，并在较短的时间即可

完成讨论； 
第二，贴切性原则：微案例要与讲解的知识点紧密结合，最好能够与具体理论内容配套出现； 
第三，吸引力原则：微案例需要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从而使学生对课堂内容产生兴趣； 
第四，实用性原则：微案例是辅助授课的资料，要做到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积累更多的

经管类素材； 
第五，时效性原则：在微案例的选择方面，可以选择一些社会比较关注或最近发生的案例，从而更

能保证微案例的时效性。 

3. Seminar 教学法的内涵与应用 

“Seminar”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科教学的重要形式，兴起于英国，并在欧美国家不断发展[4]。
“Seminar”教学法提出“讲授–讨论”的授课方法，使西方发达国家大学认识到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进而向“研究性”学习方向改革。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授课模式，该授课模式包含明确的授

课目的、授课计划以及授课内容等，从而形成了系统规范的教学体系。“Seminar”已经成为西方高校拓

展并深化教学的重要工具，在提高西方文科教学质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Seminar”教学法的核心是启发诱导式教学，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5]。教学过程中，

老师与学生处于平等位置，老师的主要任务是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并在课堂中形成学生

交流、老师交流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主动地掌握理论知识。“Seminar”教学法可以在高质量完成课程

内容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例如，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能够学会倾听他人的观点并锻炼自

身批判性思维能力，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并提高知识灵活运用能力，提高团队协作和作战能力。 

4. Seminar 与微案例教学法交叉应用研究 

“双创”背景下，各高校需要围绕“培养具备双创能力的人才”这一目标积极探索与之相对应的教

学方法，并给予专业教师明确的教学方案。因此，需要加强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深入研究，分析该模式在

当前背景下存在的优缺点，结合我国社会目前对创新创业人才的要求，积极探讨与之相符合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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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基于此，本文在分析经管类课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试图探索交叉运用 Seminar 与微案例教

学法。 

4.1. 经管类课程案例教学现状分析 

20 世纪初，案例教学逐步应用在商业、管理学等经管类专业当中，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改进和完善，

如今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教学体系。在我国，高校对于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开始时间较晚，该模式在我国

尚处于“学习阶段”，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案例教学法在我国经管类专业的应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作为授课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存在时间上的冲突。在我国，一门经管

类专业课程的学习时间大约 36 个课时，而经管类课程具备理论知识点繁多等特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讲

授理论知识，而一次完整的案例教学最少需要占用 4 个课时，因此这就存在理论与案例教学所需时长多

但总课时不足的问题，从而案例教学在授课中通常以辅助方式出现，大规模的案例教学难以推进。 
第二，案例教学没有紧密结合理论授课的核心内容。案例教学所准备的案例，通常较难做到同时具

备生动性、时效性以及与理论内容的紧密相关性，因此在经管类专业的案例教学过程中，很多案例仅仅

满足生动性一个方面，从而造成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脱节。 
第三，案例教学方法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运用。部分授课老师没有充分地理解案例教学方法，可

能会急于完成教学任务而忽视教学质量，在授课过程中仅以举例子的方式来体现案例教学，没有鼓励学

生参与到课堂学习和讨论[6]，仍然以单一授课方式为主，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交互式案例授课。 
第四，在学生的案例教学课堂参与度方面，两极分化严重。由于学生性格差异以及学习态度等原因，

存在部分学生很主动但部分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的两极分化状态，从而影响整个案例教学的课堂效果，

而参与互动少的学生无法很好地理解理论知识[7]。 
综上，案例教学虽然已经发展多年，但是在经管类课程教学过程中，仍存在案例教学占用时间多、

缺乏师生互动、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因此，本文结合经管类课程的教学特点，探索和研究基于团队互

动的经管类课程微案例教学模式，以学生团队互动的方式参与微案例研究，即交叉运用 Seminar 及微案

例教学法，以期达到 1 + 1 > 2 的效果。 

4.2. Seminar 教学法与微案例教学法交叉应用研究 

“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将与之相关的教育融入到高校对学生的教育体系当中，始终坚持

以增强学生的双创意识为导向，以提高学生的双创能力为目标，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当中去。

高校通过适当的授课方式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水平。实践能力是学生走向社会之前

所需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相对应的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举措[8]。 
通过对经管类课程特点的分析以及对目前案例教学普遍存在问题的掌握，综合运用情境认知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知识分享理论以及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等，本文尝试探索“Seminar”教学法与微案例教学

法的交叉应用，即通过在课堂开展微案例研究这一交互式的授课方式，可以解决很多传统授课方式的弊

端，从而更能高质量完成经管类课程的授课任务，帮助学生掌握理论内容，提升实践能力，如图 1 所示。 
本文探讨的教学模式是一种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案例互动教学模式，目标是促进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创

新创业活动中，运用所学知识以及实践能力解决企业问题。该教学模式能够迎合经管类课程的需求，充

分结合研究性学习、案例研究等教学理念，具备长远应用前景。具体来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微案例的选择问题。微案例的选择切忌碎片化，而应尽量将一个大案例进行有效切割，

形成不限于文字、视频、图片、音频等的微案例片段和剧情，然后根据每次课程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匹

配，保证微案例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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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s in the New Era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图 1. 双创背景下经管类实践教学模式框架图 

 

其次，通过对 Seminar 教学法与微案例教学法交叉应用研究和探索，形成以学生组建的团队为主体，

通过团队内外的互动形式，打造老师、学生团队、学生个人的三维交互与互动模式，对课程微案例进行

全方位、立体式探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经管类具体课程进行教学实践，未来可以通过反馈机制，搜

集学生、同事和专家给予的反馈意见，对构建的教学模式框架进行修正完善。 
第三，在微案例教学过程中各学生团队会参与学习和互动，根据具体问题围绕微案例展开讨论，老

师需要客观公正地评定每个团队的以及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表现，激发学生参与课堂学习和互动的热情，

使其愿意参与到微案例教学，最终达到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的效果。 

5. 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以经管类课程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大背景，在探索分析案例教学实践中存在的诸

多问题的基础上，引入 Seminar 教学法和微案例教学法，探索二者的交叉运用，提出了一种启发式和讨

论式的微案例互动教学模式，目标是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能够契

合经管类课程以及双创教育的教学需求，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引入实证分析，这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可以从经管类 1 到 2 门课程着

手，通过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对比分析，探索 Seminar 教学法和微案例教学法交叉应用的实际效果，并

在此基础上对创新教学模式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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