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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提高课程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构建了基于成果为导向的BOPPPS的教学模式，并在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中进行了实践与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内容结构优化和

BOPPPS教学模式的应用使得学生的学习成果期望得到强化，学习方向明确，自主学习和实践得到提升，

较好地达成课程目标。以期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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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experiences effectively, this article designed an achievement-orient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BOPPPS teaching method, and carried out the practice in the course 
of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Job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ation of curri-
culum content struc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OPPPS teaching model make students’ expe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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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learning results be strengthened, they have clear learning direction, initiative and practice 
have been improved, and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are well achieved,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thinking for the teaching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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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线上教学为教育信息化带来机遇，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亦使得教育资源逐步走向数字化、大众共享

化。课程资源、企业案例资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与使命等资源在各大平台涌现。高等院校教师、

大学生在数字化教学、智慧课堂上的互动具有资源丰富、场景展示维度全等优势。线上线下教学探索与

改革的热潮高涨，成果丰硕。 
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的教学需要积极应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对接劳动市场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要求。在线上资源丰富、展示方式多样的教育

环境下，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深度学习实践，实现教学成果在不同场域的实现与转化，成为

当前教育界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共 32 学时，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

基础性和前置性；组织结构与工作作为企业存续与发展的机制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该课程学习，明确组织结构设计与再设计目的、流程与方法，工作分析的思

路与创新实践。本课程以创新创业为目标导向，将自下而上地进行学习，即先从工作分析出发，逐步展

开操作层–岗位层–部门层三个层次的工作分析，然后进行纵向结构划分，设计组织结构。《组织设计

与工作分析》是一门集理论性与应用性、实践性为一体的学科，深度学习和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模式改

革迫在眉睫。 

2.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课情与学情分析 

2.1.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课情分析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课程，课程开设时间一般在大学二年

级的第一学期，其为后续的专业核心课程打下牢固的基础，课程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该课程已经在校方

和教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构建了丰富的超星尔雅线上学习资源和任务，如完整的多媒体课件、资料、

专题阅读模块、辅导答疑模块等。根据学习通基础数据记录，课程活动数高达 42,363。同时大规模开放

式在线课程(慕课，MOOC)动态循环开课，学生自主学习条件和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性改变，企业线上线下一体化

业务流程再造，紧扣互联网“信息互动”的中心功能展开，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

基础地位得到提升与重视，基于新的商业模式下的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逐步从周期长、体系复杂、保密

性高转向变革周期缩短、去中心化、平台化和无边界化动态创新，面临着市场中更为激烈的竞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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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市场需求，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潮流，将当前外部环境的变革融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组织设计与

工作分析课程教学要跳出固有的传统的课程内容结构，重新定义课程教学目标，即培养学生数据化驱动

的思维模式，适应和探索充满共享智慧的工作形式、组织架构的虚拟化、平台化设计等，借助多种教学

模式，引导学生了解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的实践价值，围绕创新创业的主旋律鼓励学生进行模块化学习

和实践，阶段性地获得成果体验，并推动教学成果的转化。 

2.2.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学情分析 

随着智慧教学平台的应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结合，高等院校教师一直在努力构建体系完整，课

程资料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如在学习通平台、雨课堂等平台上传了课程课件、视频资料、阅读资料等。

大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搜索、主动提问的比率有所提高。通过往届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学情调查，

约 20%的学生不清楚学习目标，仅仅将学习目标对等作业分值。有 60%的学生认为老师要求学习，且学

习痕迹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时他们才会主动学习，目的以获得平时成绩为主，不重视学习过程。 
学情分析包括学习的动机与需求、学习风格与认知习惯、学习条件和基础等方面，在复杂多变的互

联网环境中，高等院校大学生自我意识强烈，目标多元化且模糊化[1]，普遍缺乏为具体目标而不懈努力

的内在动力，专业课程的学习实践忽视过程探索、注重结论和成绩评价，学习上呈现主动性差、功利性

强的特征。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过程性作业以方案设计、工作分析调查报告为主要形式，学生们借

助互联网平台搜索功能，快速获取知识习得和讯息，并简单地将内容叠加整理成自己的作业内容，完成

平时成绩的考核，对网络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2]。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大学生的生活认知习惯更倾向于

碎片化的短视频。如何将学生碎片化的认知结构在专业课程的引导下，构建能对接市场需求的职业知识

技能链，并能通过阶段性成果导向，引导学生发掘学习的兴趣与动力，并能持续构建有价值的知识网，

在教学内容优化、教程策略调整、教学方式与组织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准确动态把握学习者特征，

让教学活动设计做到有的放矢。 

3. BOtpP1P2P3S 教学模式 

BOPPPS 教学模式由加拿大教学技能发展工作坊开发的参与式教学模型[3]，近几年多种专业课教学

尝试应用 BOPPPS 法，均取得了较明显的教学效果[4]。针对学习目标的达成将完整的课堂教学过程划分

为 6 个模块，分别是新知识导入(bridge in, B)、学习目标(objective, O)、前测(pre-assessment, P)、参与式

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P)、后测(post-assessment, P)和总结(summary, S) [5]。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是一门集理论性与应用性、实践性为一体的学科。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应用

型教学要求，基于成果为导向，细化学习目标，分为理论学习目标(Theoretical learning objective)和实践学

习目标(Practice learning objective)，文中分别用 Ot、Op 表示。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与认知，确定自己

的具体维度目标，在理论学习目标和实践学习目标方面可划分为多个细分目标，分别用 Ot1、Ot2、……

和 Op1、Op2……表示。前测(pre-assessment, P)、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P)、后测(post-assessment, 
P),为了更清晰表达，文中分别用 P1、P2、P3 表示[6]。 

BOtpP1P2P3S1-2 模型在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教学环节主要切分为 6 个阶段，分别为① B (Bridge-in)
导入课堂教学内容，建立学生体验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力；② O (objective or outcome)目标——设立

每章节理论和实践学习目标，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细化目标；③ P1 (Pre-assessment)前测——对学生

已有的相关知识、认知进行摸底测试，有助于教师调整授课的进程与深度，教师根据学生前测效果整合

学习目标，为参与式学习提供正确的方向引导；④ P2 (Participatory Learning)参与式学习——组织设计与

工作分析实践需回归到具体的企业环境下实施，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灵活方式，让学生根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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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成果导向，选择调研方式获取工作信息和组织信息；参与式主要以小组形式展开，通过讨论、实

践调研掌握课程要点和难点，完成实践目标；⑤ P3 (Post-assessment)后测——通过对 P2 的参与式实践成

果如调研报告、信息收集展示等、调研记录微视等形式进行学习效果检验；⑥ S1-2 (Summary)总结——

教师首先根据 P3 后测检验结果进行总结 S1，进一步巩固学习目标和重难点，并对每组的调研成果存在的

问题进行总结并给出新的修改建议；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是根据创新创业思路自下而上学习实践，期末

时要求学生对学时内每阶段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制作学习实践微视频。教师根据学生的主题，进一步

整理成专题上次学习通平台，丰富教学实例资源库并能实现平台动态分享，为总结的第二个阶段，即 S2。

BOtpP1P2P3S1-2 模型突出以学为主体的、深度参与学习和教学评价反馈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数字化

技能同时，学生的学习行为、阶段成果通过微视频记录，激发的学生持续的学习动力和激情。 

4. 基于成果导向的 BOtPP1P2P3S1-2 教学设计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共分为两个学习模块，分别是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在《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课程后开设，考虑基于战略目标的职能的划分的学习模式宏观且难以落实实践，

无法与学生产生体验共鸣，结合高等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学情，企业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

实践的非常态化、非模块化的现状，本课程以创新创业为目标导向，自下而上组织学习与实践，即先从

工作分析出发，在具体的环境分析后，逐步展开操作层–岗位层–部门层三个层次的工作分析，进而划

分纵向结构，设计组织结构和协调模式。 

4.1. 教学内容与目标设计 

Table 1. Based on achievement-oriented BOtpP1P2P3S1-2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Work Analysis” curriculum system 
表 1. 基于成果导向的 BOtpP1P2P3S1-2“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体系 

章节 理论学习目标 实践学习目标 成果形式 教学评价权重 成果转化形式 

第一章 工作

分析概述 

工作分析概念、

工作分析目的与

需求 

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工作”现状调

查、工作分析的目的

(创新–创业) 

分析报告 15% 平台专题/课赛

命题 

第二章 工作

分析方法 

工作信息调查方

法，工作分析综

合方法与流程认

知 

工作分析方法的综合

应用 
调查微视实录 30% 平台专题/企业

横向课题 

第三章 工作

分析结果及

应用 

工作说明书框架

结构与规范 

撰写工作说明书(“个

人 + 平台”工作模式

创新) 

《某公司某工

作说明书》 
20% 平台专题/企业

横向课题 

第四章 组织

设计概述 

组织设计概念、

内容、原则 

社会化生态组织设计

特征与趋势调查 
调查报告 15% 平台专题/课赛

命题 

第五章 组织

设计流程与

方法 

组织结构设计、

组织协调设计的

方法、步骤 

新商业模式下组织设

计 
组织设计方案 20% 平台专题/课赛

命题 

 
当前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产业更新换代加快，社会文明与技术进步的脚步不断提速。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课程要培养更多高级人才，且要培养具有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科学技术变革要求的新型人

才，即创新产业能力强，应用动手能力强，品德修养综合素质高等特点。《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是以

创新产业出发，基于创新成果、创业成果为最终培育导向的 BOtpP1P2P3S1-2 的教学模型，教学内容直接对

接岗位实践需要，对接动态环境，培养人力资源管专业大学生基于新的商业模式展开工作分析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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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技能；掌握信息调查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并能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分析、归纳工

作信息；通过小组角色分配、演示、模拟等方式，锻炼学生在工作分析过程中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目标执

行能力。同时结合学生对课程目标和成果的理解和感知角度，一份有实践心得的总结、一个短视频、一

个方案等均是学生能实现的成果形式，通过一个个目标的实现并用多种形式展示成果，提升成果的参与

深度和产出质量。 
本课程集教师教学成果和学生成果一体化，自下而上，以工作识别、工作分析、集成类似工作，构

建职能，依据职能设计部门，分配职权，确定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设计组织协调机制，并根据新商业

模式的变化动态调整组织结构的纵向垂直实践内容为体系展开教学。将紧密结合新的商业模式和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大环境，对工作和组织进行专业学习和创新探索。根据上述结构，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

共有五章，每一章的教学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已设定，并根据学生的成果测定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教师

团队助力学生的学习实践全过程，并将学生的调研报告、方案设计和调查过程微视记录等成果，根据质

量水平制作成专题上传学习通平台，作为优质资料充实教学资料库，其次试图寻求校企横向项目合作，

并“课赛融合”，将在命题选取、数字化技能、数字化思维等方面助力大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外

包比赛”、“互联网 + 大赛”等竞赛，具体见表 1，推动高质量的教学成果对接和满足地方企业需求。 

4.2. 教学模式构建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the achievement-oriented BOtpP1P2P3S1-2 teaching mode 
图 1. 基于成果导向的 BOtpP1P2P3S1-2教学模式构建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的教学成果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并持续，围绕创新创业为目的展开深度

学习实践，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展开教学，依照 BOPPPS 模型，将导入、学习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

后测和总结六个阶段融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根据课程特点和线上线下各自优势，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按照各阶段将教学内容合理分配并整合并动态构建线上线下资源。构建了基于成果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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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pP1P2P3S1-2 教学模式，具体内容见图 1。 
1) 课前。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完成课程课件导入、发布学习目标与任务、前测等工作。教师通过管理

实践案例或生活实例提出问题，导入章节新内容，激发学生的问题体验感回顾和新内容新知识展望；明

确问题目标，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点以解决一个维度的问题为目标，并自主学习。教师根据学生线上

学习情况，适时调整线下教学内容的深度和进度。 
2) 课中。教师在线下课堂教学中完成前侧、参与式学习、后测和总结工作。教师收集学生对与组织

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每章节的学习目标的子目标，并通过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三个方面设计

多维度的教学活动，促进师生、生生间的互动，进行以深入讨论、问题自我认识、课程内容认知与应用

的前侧环节。逐步转向课后调查实践，进行参与式实践学习；课中以小组为单位展示调查过程及成果，

以调研报告、PPT、微视频等形式完成后测，再根据后测成绩，了解学生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并将不同

组的学习目标进行线下线上分享。最后对教学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反思，引入下一章节递进问题与目标。 
3) 课后。学生根据课中的讨论式参与学习，落实调查、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实践。再根据实践后测

结论，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完善报告和方案，教师整理学生的成果，形成学习通平台专题，供学生分享

学习，并将通过大学生竞赛、横向课题等进一步推动成果的深入与转化。 

4.3. 教学具体实施 

本研究以 2022 年秋季学期的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实际教学过程为例。本学期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共 39 位学生，固定分组 8 组，每组平均 5 人。利用学习通平台为课件、指导材料共享学习平台，学习通

的“消息群”为线上讨论平台。 

4.3.1. 课前阶段 
上课前一周，线上发布教学课件、情景案例、视频(对应“B”导入课程内容)，课前学习任务单，教

师主要以主题讨论问题形式提出总目标(对应“O”)，学生要根据自己的体验感、兴趣面等选择一个角度

来分析本次课程的学习目标，即需要对目标“O”进行个性化分解(尝试从“Ot1、Ot2……转向 Op1、Op2……”)，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目标，自主学习课程内容。下面以工作分析概念知识点为例，展示具体教学过程。首

先，线上发布教学课件，第一章第一节课件，内容是“工作分析相关术语界定”。发布网站视频《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数字化转型》(对应“B”导入课程内容)，本节教学任务目标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理解“工作”的内涵与外延，对应理论教学目标，标注为“Ot”，在学习通平台发布主题讨论任务：“什

么是工作？”。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与兴趣面，分解成不同的“Ot1、Ot2……”，如 Ot1：从公司岗位角

度，什么是“工作”；Ot2：从工作过程视角，什么是“工作”；Ot3：从工作成果角度，什么是“工作”

等。 
效果检测(对应 BOtpP1P2P3S1-2 中的 P1)。其中，根据主题讨论回复内容和角度，分析学生自主学习效

果，测出学生对“工作”内涵与外延的理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调整课堂教学内容与进度。 

4.3.2. 课中阶段 
通过分析学习通平台学生的回答前测结果，发现同学们对“工作”内涵与外延的理解较好，教师将

学生不同维度的学习目标集合起来，并通过实例进一步总结“工作”的理论定义。进一步了解不同职业

的“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即工作要素、任务、职责、职权、职务等，课堂上进行参与式讨论(对应

BOtpP1P2P3S1-2 中的 P2)，总结出学生存在的认知盲区(对应 BOtpP1P2P3S1-2 中的 S1)，并从本次课程的理论

学习目标“Ot”导向实践应用目标，标注为“Op”。学生完成课后参与式实践调研，在课堂上展示报告

内容，根据学生的报告内容完成该章节知识点的学习效果后测(对应 BOtpP1P2P3S1-2 中的 P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014


朱晓莉，伍文生 
 

 

DOI: 10.12677/ces.2023.111014 89 创新教育研究 
 

4.3.3. 课后阶段 
在课中阶段提出的实践应用目标“Op”，鼓励学生进一步分解形成个人或者小组的 Op1、Op2……，

引导学生深度学习，落实具体实践应用。即进行线下或线上参与式实践(对应 BOtpP1P2P3S1-2 中的 P2)，即

学生企业实地调研，线上访谈调研等，形成本次调研报告，如《某企业某工作调查报告》。再根据课中

的后测 P3 结果，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完善调查报告，并整理成“专题”发布在学习通平台，并通过“大

学生竞赛命题”、“横向课题项目”等形式推动成果的深入与转化(对应 BOtpP1P2P3S1-2 中的 S2)。 
该章节知识点的教学目标从理论学习目标走向实践学习目标，并通过学生的参与式学习与实践，逐

步实现阶段性成果。课前、课中、课后的 BOtpP1P2P3S1-2 的循环完成第一章工作分析概述到第五章组织结

构设计流程与方法的内容的学习，根据学生的创新、创业成果导向，按照理论目标、实践目标的确定、

实施、成果汇报、教学成果评价等依次循环实施。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需求，要求每组学生用电

子照片、短视频记录学习、讨论、调研、演示汇报的全过程，在学期期末时制作成微视频，作为期末平

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即总结了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的实践能力，同时锻炼大家的数字化转化技能。

微视频经教师整理汇总后，形成“专题”上次学习通平台，能动态更新并实现不同年级的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学生分享。 

5. 总结与反思 

本研究是基于成果导向的 BOPPPS 教学模式在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的应用、实施和评价。并根

据该门课程的应用型教学要求进行了 BOPPPS 教学实践模式的深入应用，构建了 BOtpP1P2P3S1-2 模式。研

究结果表明，BOPPPS 教学模式中的 O 推动了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教学成果的目标来源、目标导向、

成果体验与成果转化，即目标来源于学生，教师引导目标导向，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成果体验，师生共同

推动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竞赛命题、对接企业管理需求等。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成果期望和导向[7]。与传统的案例式、项目式教学模式相比，这种教学模式是基于大学生学情，引导学

生主动学习，促进应用和协作，优化师生、生生面对面的时间[8]，学生倾向于选择这种教学模式。 
与单纯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相比，BOtpP1P2P3S1-2 方法的加入使得整个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教

学过程更系统化和兴趣化[9]，案例资源库与成果专题维度将更加丰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力推动了整

个课程资源的建设，阶段性成果的实现，更达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在创新创业的大环境下，

学生能有效将就业压力转向学习动力，转向成果价值积累和转化。 
在 2022~2023 学年的第一学期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下图 2、图 3 分别

为学习通平台《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课程 2022 年 9 月和 2021 年 9 月开课以来的学习痕迹。对比发现，

基于成果导向的学习目标，学生主动学习线上资源访问的次数平均水平较 2021 年有明显上升，同时随着

课程学时的推进，学习次数呈现上升趋势。 
BOtpP1P2P3S1-2 教学模式对教师团队的课程内容动态优化、资源整合与提升、过程评价标准等教学体

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团队要密切关注在线开放课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免费课程

资源，并进行有针对性选择供学生学习，减轻教师重新设计课程的负担，将精力投入整合资源、引导学

生实践、个性化辅导等；在课堂教学实施的前期，需要教师团队优化课程内容，对每章节的教学目标进

行优化并根据每个班学生的学情进行动态调整。尤其是理论目标、实践目标导向，目标的可实现性、可

操作性、目标成果的表现形式与衡量标准等均需要进行设计。其次，课程章节知识点内容导入，尽量从

日常生活切入，对企业的管理情境表达，管理问题表达除了文字形式，需积累视频、动漫等形式，充分

应用平台中的短视频，在教学实施中循环更新，同时鼓励学生以微视、动漫等形式收集与展示案例、管

理情境。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014


朱晓莉，伍文生 
 

 

DOI: 10.12677/ces.2023.111014 90 创新教育研究 
 

 
Figure 2. Screenshot of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chapters for students in September 2022 
图 2. 2022 年 9 月学习通平台学生自主学习章节次数截图 

 

 
Figure 3. Screenshot of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chapters for students in September 2021 
图 3. 2021 年 9 月学习通平台学生自主学习章节次数截图 

 
基于成果导向的 BOtpP1P2P3S1-2 教学模式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普遍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局

限性，例如，学生设置的子目标，教师在课堂上整合多维度的子目标与课程教学目标是否会有偏离，如

果出现这种情况，教师如何及时有效纠偏，需要教师重点关注。其次，不能排除学生在参与式实践中，

是否会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实践流于形式，成果仅限于作业。这些问题将需要通过教学设计，加强

师生有效沟通，通过“课赛融合”、“创客成果展示”、“课程思政教育”等，争取让每一位学生进入

主体角色，持续和深度学习，充分展现出积极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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