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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造业已和多种行业相融合，工业工程专硕研究生的培养场景也逐渐由原

来的单一行业转向面向多种行业。面临环境的变化，工业工程专硕教学应为学生打造出一种具体实践的

场景，在场景中由学生体会解决复杂场景中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使得原有的方式不再发挥其应用性、

有效性。因此，导入新的教学方法适应新的变化尤为重要。本文探索了戏剧教学法的导入对课程本身及

学生培养的价值的提升作用，同时从应用层面探索符合工业工程学科的教学结构并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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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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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ariety of industries, and the training scene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has grad-
ually shifted from the original single industry to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
tal changes, the teaching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master should create a concrete practice scene 
for students, in which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the thinking mode and method of solving complex 
scenes, which makes the original way no longer play its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ntroduce new teaching methods to adapt to new changes. This pa-
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Drama in Educationin enhancing the value of the course 
itself and student training. At the same time, it explores and optimizes the teaching structure in 
line with industri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from the appli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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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结合新时代的产业特点，逐渐将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制造行业深度融合，并且制造行业的变革还在不断加快。工业工程出身于制造行业，

其培养的是“一种既懂工程技术又懂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复合型的高级技术人才”[1]。如今

时代的变化，又督促着对工业工程学生的培养变化。工业工程创造型人才的培养需要连接传统产业和新

兴产业，应用新理论、新方法，所涉及的专业领域不局限在单纯的管理环境或者单一的行业环境，将会

包括管理、机械、计算机、能源、通信、电气等多种专业领域，涉及建筑、科技、交通、房地产、ICT
等多种行业，因此所面向的具体实践场景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具有不确定性。这对工业工程研究生，

尤其是专硕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2]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方向。由此，新时代下，对工业工程专硕人才的培养由理论教学转向注重教学与

实际场景结合，由制造业视角转变为多种行业融合的视角，培养工业工程研究生的创新思维，提高专硕

学生综合素质，能够主动应对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和场景。 

2. 戏剧教学应用于工业工程专业教学的理论背景 

戏剧教学最早起源于卢梭在《爱弥尔》中提出的“由戏剧实践学习”的理念，在后来由哈莉特首先

将“由戏剧性的实作应用”的理念应用于课程教学[3]。在戏剧教学中，学生是演员的同时，也是戏剧演

绎的观众，此时，学生的身份即是戏剧的创作者，也是对他人、自身演出故事的反馈者。学习者需要扮

演不同角色，透过想象，在当下的时间空间，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生活处境、挣扎、困难及疑惑。从定

义上讲，综合多家观点，戏剧教学法是以培养参与者能力、提早建立学生与社会联系为第一目标，将戏

剧作为开展教学媒介与形式，构建符合教学目的的场景，学生则通过对场景的演绎，产生新的知识和新

的经验，从而促进系统性思维的建立、批判能力的锻炼以及创造力的培养。 
从应用层面上，新课改的大背景之下，教育强调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强调教学过

程是师生共同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因此课程教师在让学生

进行角色演绎，利用情境教学的意识和做法上有诸多尝试[4]。戏剧教学法广泛应用于外国语、语文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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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性较强的语言类学科，如曾加劲明确提出，通过戏剧表演形式创设生动的学习环境，能够使学生在表

演中自然习得英语的听多说写能力[5]；在法学等领域，张洪成学者提出利用情景教学的方法和模拟审判

活动，能够有效的让学生身临其境，提高法律人才的应用能力[6]；同样的在艺术教育、应用文教育、社

区教育等多种应用性教育和终身教育下有着广泛的应用。从整体上看，各个教育领域应用戏剧教学法的

研究，均体现出戏剧教学法在拉入学生进入应用场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师生互动等诸多方

面的有显著的效果。 
工业工程作为培养既懂工程技术又擅长管理的复合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的交叉学科，要求学生须掌

握学习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化知识，要培养“学会学习”的复合创新型人才，课程的重

点在于激发学生对工业工程专业的兴趣，使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工业工程理论和应用技术，引导学生对专

业领域的问题深入探索，启发学生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对学生的自由、个性与创造力培养正是戏

剧教学实践的应用特点和价值，作为“戏剧教学法”的创始人，英国儿童戏剧学者多萝茜赫斯科特大力

提倡将戏剧视为教学的媒介，把戏剧教学目标确定为提供反思和分析生活经验的舞台，并通过扮演来验

证这些经验，使儿童在戏剧活动中认识自己、认识社会[7]。这就是说，在工业工程专业教育教学中运用

戏剧具有应用其操作性和应用价值。 

3. 工业工程专硕教学存在的问题(以 C 大学为例) 

由上述，工业工程专硕的培养要求不仅获得兼备技术与管理的理论，还需要培养的人才具备独立思

考、创新能力与合作实践的能力。然而目前国内工业工程专硕的培养模式略显僵化，相对于社会与企业

的实际需要存在明显脱离，使教学呈现教学输入能力强，学生接受能力、输出能力弱的总体现象。具体

而言，传统工业工程专硕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3.1. 课程设置方面，课程的实用价值难以体现 

基于工业工程专硕的培养需求，其培养方案(如图 1 所示)设计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

特色课程、专业实验与行业发展、素养课程以及其他必修环节。 
 

 
Figure 1. Industrial engineering master training program 
图 1. 工业工程专硕培养方案 

 
受到社会知识生产模式的影响，课程设置不应仅是专业原理的知识体系，还应与企业、社会以及市

场的需求有紧密联系。在“专业实验与行业发展”课程模块上，虽然课程有涉及在现代社会发展下工业

工程的实践案例，如“移动互联网下的 ERP”、“基于第三方物流的汽车供应链物流一体化运作模式”，

但其实质仍然为知识型、普及型的课程，这样的课程依然归属于灌输性课程，难以真正触及学生对实践

的感知与思考，此时，最能体现本专业价值的课程，却失去其真正的价值(表 1)。 

工业工程专硕培养方案

公共基础
课程

专业基础
课程

专业特色
课程

专业实验与
行业发展

素养课程
开题报告、
论文等其他
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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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ofessional experiment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curriculum 
表 1. 专业实验与行业发展课程设置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专业实验与行业发展 

工业工程进展与展望 

绿色制造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代物流工程进展与展望 

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移动互联网下的 ERP 

基于第三方物流的汽车供应链物流一体化运作模式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采购管理 

现代技术管理 

基于全球协同的汽车数字化开发 

国际贸易案例与实践 

生产系统运行仿真实验 

IE 实践 

跨一级学科选修一门研究生课程 

3.2. 教学改革方面，传统授课模式转变不够 

1) 课程授课模式转变不彻底。尽管工业工程专硕正积极响应教改要求，逐步向教学模式适应社会发

展的方向变革，并在专业性强、有特色的课程导入案例教学法，但由于对案例的认知不够深入，仅注重

对案例文本的解读，也容易陷入以老师单方面授课的困境，此时的案例教学法“成为‘自上而下’的、

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的一种有益补充，但也仅仅只是补充”[8]。 
2) 课堂理论讲授过程忽略人本理念，也忽略了课堂本身的互动属性，以老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

知识的形式难以充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人本主义教学理论作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主张激发

和满足学生的自我实现需求，以此促使学生自主思考，而现有的课堂理论性、知识性的授课往往由老师

单方面主导，学生的自主性大打折扣。这样一种老师“唱独角戏”的教学模式并不能有效引导学生从被

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构建知识体系，更难以将已有的知识理论与现实问题建立联系，这与工业工程专

硕的教学目标相悖。 

4. 戏剧教学法的价值探索 

基于上述工业工程专硕所存在的普遍问题，重塑现有教学理念，改变现有教学方式势在必行。将教

学改革和教学方法有效的结合，才能彻底改变当下工业工程专硕教学困境，才能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的

创造性人才。由此，“戏剧教学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4.1. 戏剧教学课堂构建不同课程内容整合的平台 

1) 分科教学所学内容在戏剧教学课堂中整合、系统使用，增强工业工程知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工

业工程在现实场景的应用中，会使用多变且跨越多种领域的知识、方法和工具，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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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对知识的系统性、整合性学习，并能够应用于现实场景。在戏剧教学课堂的脚本演绎模式下，

利用案例所构建的场景，能够针对具体的案例场景，整合多种知识、方法、工具，促进教学内容的多元

化，成为已学习过的不同课程的整合平台，改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内容单一问题，建立符合学科特色

的教学方式。 
2) 推进学生知识整体构建过程。戏剧的演绎过程实际上是学生对所学知识应用场景的把握与整合过

程，根据 Bundy 提出的“美感投入”理论，学生在戏剧演绎过程中往往会活跃地对周遭环境、个体以及

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觉察，当其理论经验能融入到现实境况时，整合的知识体系就有可能从中形成[9]。
通过演绎，学生主动理解理论知识，梳理知识之间的联系，最终将已有的工业工程相关知识建构成完整、

系统的结构，加深理论教学理解的同时达到实践教学目的。 

4.2. 戏剧教学法跨越传统课堂界限，丰富教学形式 

1) 戏剧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发挥引导作用，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要，激发学生能动性。教学

改革逐年的推进都强调以学生的需求与体验为出发点进行教学设计。教育戏剧学者 Dorothy Heathcote 表

示戏剧教学法并非让学生学会演戏，而是引导学生挖掘他们已有的知识并加以应用[9]。戏剧教学课堂上，

学生不仅是演绎者，更是创造者，每个人都会无意识代入自己真实情况进行戏剧演绎，达到人本主义理

论中所描述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学生主导的教学下，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通过对脚本的设

计改进以及课堂演绎形式，激发学生进行思考，进而促使学生发挥能动性，主动思考去尝试提供有效的

解决方案，最终激发学生形成创新能力、思考能力。 
2) 新教学模式满足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创新背景。多学科交叉融合响应时代多行业融合的趋势，要

求不同学科基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相互补充、有机结合。戏剧教学法突破以往单一、僵化的传统课堂

形式，通过场景的构建，融入多专业知识，利用学生在场景中的自主思考，促进学生融合不同学科的思

维、知识、应用，符合学科交叉与创新型人才需求趋势。 

4.3. 戏剧教学法作为实践课堂，培养锻炼学生综合能力 

从流程的视角，可以看出戏剧教学法在工业工程专硕教学中的能力培养框架，如图 2、表 2。首先，

将来自企业所面临的现象问题化。通过归纳提炼出某一类问题，将问题凝炼成为课程的教学主题。其次，

将问题通过案例演绎的方式将问题场景化，在案例演绎的过程中，提升学生对场景的理解能力。然后，

学生将身入场景中，对案例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在老师的引导下，最终形成解决方案。最后，从现实问

题中来到现实问题中去，对演绎过程进行总结，并能够应用于其他问题。通过戏剧教学法，将提高工业

工程专硕学生在归纳提炼、场景理解、系统性思考、问题解决、创新力、总结与思考、逻辑链思考、交

流沟通等方面的综合性能力(如表 2 所示)。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drama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图 2. 戏剧教学法教学过程相互关系及培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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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qualities and abilities cultivated by the master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表 2. 工业工程专硕所培养的素质和能力 

1. 归纳提炼 从现象中发现问题，将问题分类，提高对问题的挖掘和界定 

2. 场景理解 感受具体的问题场景，直观的理解具体环境 

3. 系统性思考 从场景中多个要素出发，把握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4. 问题解决能力 运用工业工程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找到问题的最优解，形成协调的行动计划 

5. 创新力 结合具体的场景特点，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6. 总结与思考 将整个教学过程归纳成管理理念、观点等，形成自有的知识体系 

7. 逻辑链思考 充分理解解决方案下的“会如何”，演绎解决方案下的事情发展态势 

8. 交流沟通 对观点的倾听与表达，提高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教学效果 

5. 戏剧教学法课程的应用探索 

5.1. 戏剧教学法课程的结构与相互关系 

何菁对场景叙事法进行了解构，并重构出“识别——反思——内化——建构”的价值设计[10]，基于

此，将课堂教学转换成具体实践场景教学，引发学生在具体场景中“应该做什么”及“应该怎么做”的

思考，形成“一体四维”的教学系统，具体包括案例库系统、戏剧演绎系统、对外合作系统、评价反馈

系统。 
案例库系统是重要的教学素材，以增强学生在实践场景的思考为导向，针对所培养的人才特征和类

型，规划出不同类型、不同场景下的案例。戏剧演绎系统是构建具体实践场景的主要系统，由学生和老

师共同打造出具有“体验感”的现实场景。对外合作系统让课堂教学与实践场景更好的形成合力，利用

外部资源和外部视角，对教学的案例、教学的方法及效果进行补充，实现在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学校之

间形成充分的共享、互动，进而形成工业工程专硕的完整生态系统。评价反馈系统为持续改善教学效果

提供支撑。如图 3，表示戏剧教学法的结构。 
 

 
Figure 3. The Structure of DIE 
图 3. 戏剧教学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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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戏剧教学法课程的优化 

工业工程专硕戏剧教学法课程，旨在通过对案例的主动演绎，培养学生在复杂的实践场景下解决问

题的思维，以实现学生对习得的知识的反思、理解、修正、内化直到自我行为的改变，进而提升工业工

程专硕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创造性。具体来说，在实施应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三点。 
1) 脚本编辑深度挖掘案例内在价值 
戏剧教学法中案例库表现为一种叙事素材，并非固定不变的“题目”。学生们对案例的脚本编辑不

应依赖已有的原则和规范，而是转换不同的视角。工业工程专硕领域中，所面临的现场管理案例往往涉

及生产、物流、质量、成本、员工等多个视角，而多个视角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仅

仅对单一视角提出解决方案，往往会在另一个视角下产生更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需要在多个视角下进

行平衡矛盾。借此机会，通过不同视角的转换，学生能够体会到“经常在互相匹敌而又显然不可比较的

善之间做出选择”[11]的“两难困境”，并引导和激励学生摆脱定势思维。由此，案例的内在价值主要就

体现在，案例不是单纯的描述事实，而是通过案例的场景，激发学生对“工作如何开展”，行为者“应

该做什么”及“应该怎么做”的思考，由此，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同一案例下不同视角带来的不同解决方

案。 
2) 利用对话构建演绎的场景 
实际场景中，对话交流很常见也很重要，在面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人物时，能通过对话挖

掘出具有价值的信息，通过不断地对话和提问，发现流程管理中的问题，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等。

对话交流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戏剧教学法的课堂主要采用对话演绎的方式，提问者需要

结合已有的案例场景，结合提问者对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联系实际生活和习得的知识，对已有场景进

行提问。此时，提问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① 利用工业工程的方法工具进行提问，工业工程领域的

方法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其中 5WHY 分析法、5W2H 分析法、逻辑树、鱼骨图等方法，是在某一具体场

景下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泛用路径，因此，在结合戏剧教学法的过程中，合理融入工业工程的方法工

具，既有利于对话提问过程中的有效性，又有利于学生对工业工程方法的应用和理解。② 利用对比、类

比的方法发现疑惑，提出问题。对比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已有的常识以及习得的知识，来应对相对陌生

的场景，进而和已有的认知体系融合，构建出新的体系，以此不断地获取成长。③ 利用“归谬”的方法

挖掘问题。“归谬”的涵义是极限推导，利用“归谬”的方法将某一现象推向极致，在其中发现演变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未来变化的疑惑。④通过构建场景并不断增加约束条件进行提问。 
3) 关注课堂演绎过程中的形式和行为 
通常情况下，案例本身不仅代表一种客观描述，还隐含着案例叙述者的意图、视角以及立场。当案

例发生的背景处在生产制造现场时，往往是从现场管理模式的视角出发，而真正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往往

是在生产管理模式、流程管理上的改进和优化，这意味着在进行脚本编辑以及课堂演绎时，学生往往会

陷入案例文本本身所隐含的思维模式中。此时，老师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根据实际演绎情况，强化、

调整、变换演绎者的视角，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跳出案例的框架，激励学生认识到具体实践场景的特点，

并对已有的原则和规范进行变通、调整，拓展对已有场景的认知，进而让学生明白自身视野的局限性，

并在习得的知识框架下进行补充构建。由此，老师应尽可能突破案例演绎的单一视角，更多的将真实场

景下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展现出来，进而促进学生理解社会职业生活中各个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

后的关系变化走向。此时，课堂教学便形成了学生进行案例演绎，老师进行前期指导、过程引导的氛围，

即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引导的教学形式。 
4) 构建有效的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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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教学法对学习效果的分析应以学生评价为中心，以教师评价为主体，以学生互评为辅助，构建

培养方案的三维评价反馈体系，以实时更新的评价意见和动态的反馈处理，实现培养方案个性化、标准

化、实用化。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在课程评价方面，改变过于强调飯别和选拔的功能，强调发

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的功能。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变革，就必须首先对传统的

课堂教学评价进行改革，重视以学生“学”来评价教师“教”的“以学论教”的评价思想，强调以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呈现的状态为参照来评价课堂教学质量。以“以学论教”为指导思想的戏剧教学法教学评

价，可以基于学生的情绪状态、注意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生成状态六个方面，从教

学活动内、外两个维度来分布观察点，采取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评价(表 3)。 
 

Table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ale of DIE 
表 3. 戏剧教学法综合评价量表 

考评项 一般项目 教学活动内参与表现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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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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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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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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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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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持

恒 

体

验

程

度 
 
教师在具体执行评价时，可以当堂将学生的课堂表现分项记录下来，尤其要记得在每节课结束后及

时记录与评分，也可以选择在学期末进行分项汇总，即综合考评，将全班同学的综合评价情形制成表格

呈现出来；评价的对象可以是全班同学，但更有效的是教师有计划地选取若干位学生做重点考评；评分

的方式可以是等级制或者十分制；评价项目的数量，教师也可以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和教学目标来酌情增

减。这样一学期下来教师就可以得到平均的、客观的综合考评成绩。 

5.3. 戏剧教学法课程的应用效果分析 

为反馈戏剧教学法在工业工程专业领域的应用效果，主要采用访谈和现场观察两种方式进行效果分

析。 
1) 结合戏剧教学法的特点，戏剧教学法的学习效果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进行，面向学习者进行非

结构性访谈，可以得出，戏剧教学法的导入对学生的效果如下(表 4)：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DIE 
表 4. 戏剧教学法效果分析 

序号 影响水平 评价项目 应用前 应用后 学习效果评价 

1 

直接效果 

场景理解与描述能力 ★ ★★★★★ 优 

2 理论理解程度 ★ ★★★★ 良 

3 方法工具的应用 ★ ★★★★ 良 

4 

间接效果 

学科的认识程度 ★★ ★★★★★ 良 

5 学习主动性 ★ ★★★★★ 优 

6 与老师的互动性 ★★ ★★★★★★ 优 

 
表中：★ = 1，★★ = 2，★★★ = 3，★★★★ = 4，★★★★★ = 5，★★★★★★ = 6，应用

前后的差距大于等于 4 为优，等于 3 为良，等于 2 为一般，等于 1 或 0 为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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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应用戏剧教学法的课堂学习效果，相比未应用时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具体对学科理解深

度上有着明显的直接效果，在学习的主动性、师生互动性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2) 从教师的视角对导入戏剧教学法的课堂进行观察发现，最明显的效果为出勤率大幅提高；其次，

对于非工业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参与戏剧教学法的课程教学时，能明显的观察到其对课程的兴趣，能够

主动的参与互动和交流，说明戏剧教学法的作用显著，能充分引导学生进入场景进入学习状态；另外，

戏剧教学法的导入使得课堂氛围更加活跃，一部分习惯于传统教学的学生难以快速适应，也常常出现怕

回答错误的心理，使得教学进度较为缓慢。 
综上所述，戏剧教学法的导入对课堂的积极作用远大于其消极作用，在学习效果方面，往往能够一

堂课生产多堂课的效果，既收获更多的知识，又保证了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同时提高学生对应用场景的

理解能力，在实际应用中无形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6. 结语 

在工业工程专硕教学中导入戏剧教学法，首先需要对案例进行深度解析，通过对案例场景再现，引

导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工作如何开展”、“应该做什么”及“应该怎么做”，然后再对话演绎的过程

中，充分思考“如何提问最有效”，并结合四种基本方法进行提问与对话，进而在老师的引导下，培养

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戏剧教学法的导入，能够改善教学课堂本身僵化的弊端，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

在具体实践场景中的“体验感”，激发学生自主的进行思考，结合习得的知识体系，进而构建并完善有

效的思维体系，同时培养出具有较强综合素质的工业工程专硕学生，以此响应时代的快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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