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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案例教学法的历史背景、界定方法、理论基础及未来研究方向等几个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  
分析案例教学法的优缺点。案例教学法对教师要求较高，并且要求学生具有更强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课堂

人数亦有所限制，对案例教学法应理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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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传统的应试教育逐渐成熟完善并走过鼎盛时期。其本身的弊端也随时代的变迁而

日益凸显。以应试教育为主要教学目标的教学方式形式单一化，将考试分数看作是学习成果，实质

上主要培养的是低层次的认知能力，难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21 世纪的教育目标不再是为获

得现成的知识，而是为培养一种获取知识处理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21 世纪的学习不再是接受性

复制性积累性地学习，而是自主性思辨性生产性创造性地学习；21 世纪的教育对象也已不再是“买

鱼的人”，而应是“打鱼的人”。[1]因此，我们的教学方式必须变革以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 
案例教学法的主要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对知识理论加强理智性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提高和培养

学生的评论性、分析性、推理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以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案

例教学法能够使学生认知经验、共享经验，能够促进学生扩大社会认知面以及激发学生解决一些社

会问题的愿望和相关能力。此外，案例教学也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主性思维习惯。 
案例教学法在我国的推行较为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课堂内学生众多，能够胜任案例教学

的师资缺乏，典型有代表性的案例不足等。但教育界对案例教学法研究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

而本文拟从案例教学法的历史背景、界定方法、理论基础及未来研究方向等几个方面进行较为详细

的梳理，以期对国内的教学改革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案例教学法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以案例为教学载体的教学方法自古有之。在国内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在国外可

以探寻到古希腊罗马时代。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就大量采用民间故事来阐明事理。我们所熟知的成语、寓言故事

都是很好的证明。如常用的“塞翁失马”、“围魏救赵”，人们由此而得到信息的绝非仅是塞翁丢马，

围困魏国解救赵国这么简单的故事。除了这些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小故事”外，还有大量以“案

例”为主的经典作品。如《春秋》《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这些

著作，无一不是以案例作为说理明事的切入点，以其通俗易懂说理明晰的特征，使其成为传世经典。 
尽管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并没有将该法称之为案例教学法，但他们确确实实将几千年

人类的智慧结晶浓缩在简洁生动的事例（案例）之中，传给后人。在人类知识的传承中，教育家们

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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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该教学法 早亦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

（Socrates），他主要采用对话式、讨论式、启发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向学生提问，不断揭示对方回

答问题中的矛盾，引导学生总结出一般性的结论。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是逻辑推理和辩证思考的过

程，他要求学生对已经存在的概念和理论做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而不是人云亦云，只重复权威或

前人的论调。该教法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以及对于西方教育和学术传

统的形成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学生柏拉图将这种一问一答编辑成书（类似于我国《论语》），

以一个个故事为媒介说明一个个道理，开辟了西方案例教学的先河。 
我们现在研究的“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

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于 1870 年前后 早应用于法学教育中，

是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国法学院 主要的教学方法。后来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如医学、

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是一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一直到现在，

这场教法的改革仍在持续。众多学者如 Lawrence，Lang，Kowalski，Shulman 等纷纷著书立说讨论

这种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时至今日，哈佛商学院里已有超过 80%的课程是以案例教学法为主的。 
遗憾的是，现代的案例教学法在国内推广较晚，该法目前仍未受到普遍的重视。解放以后，我

们从苏联引进了一整套教育制度，同时也引进了与之配套的教学方法，再加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

的一些弊端，形成了现在的教育模式――即应试教育。这种教法使用的是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的学科

教材，满堂灌和填鸭式的课堂讲授，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把学生当敌人的考试方法。随着应试教

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了。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

统条件下的信息传输主体单一化的格局（教材＋黑板＋粉笔）已经被打破，教师不再是惟一的信息

传播主体，而且也不再拥有惟一的信息话语主导权，变革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推行案例教学法

势在必行。 
案例教学是我国工商行政代表团于 1979 年访问美国后介绍到国内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案

例教学法的功效日益为我国管理教育界所认同。1986 年国家经委在大连培训中心举办了首期案例教

学培训班，并诞生一本专门的学术刊物《管理案例教学研究》。1987 年我国出版第一本有关管理案

例的专著《管理案例学》（国家教委管理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编）。依据中国知网、维普资讯、

万方资讯系统统计，国内 早有关案例教学法的文章是《成人教育》于 1983 年第 6 期刊登的谢敬中

的《案例教学法简介》。这些资讯系统收录的 25 年内约有 1 400 多篇有关案例教学法的文章。主要

覆盖的有法律教学、企业管理、中医教学、经济数学、计算机语言教学、导游专业、证券投资、财

务会计、专业英语教学等诸多方面。 
二、案例教学法的界定 
基于各种理论和相关实践，人们对案例教学法的界定也各有侧重。柯瓦斯基（Kowalski）认为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进行研讨的教学方法。[2]它除了可以用来传授资讯、概念以及理

论外，也可以训练学生的推理、批判思考、问题解决的技巧。舒尔曼（Shulman）定义案例教学法是

利用案例做为教学媒介的一种教学方法。[3] 曼莎斯（Merseth）认为：案例教学法可以包括大班级及

小团体的讨论、案例里的角色扮演、或案例撰写。[4] 哈佛工商学院也曾将案例教学界定为：一种教

师与学生直接参与共同对工商管理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的教学方法。这些案例常以书面的形式

展示出来，它来源于实际的工商管理情景。学生在自行阅读、研究、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引

导进行全班讨论。因此，案例教学法既包括了一种特殊的教学材料，同时也包括了运用这些材料的

特殊技巧。而国内的《教育大辞典》将案例教学法定义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某些科类的专业教学

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即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

业技能、知识和理论。”而在教育学中，人们又将案例教学法定义为教学中的案例方法，是指围绕一

定的教育目的，把实际教育过程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学生思考和决断的案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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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方法。[5] 
综合而论，案例教学法可以界定为教师以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案例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 引导学

生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 在情境中掌握理论知识总结规律，并创造性地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找到更多的实际生活范例或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案例教学法就是以典型事件为基础所

撰写的真实或虚拟的情景，进行师生问答、讨论等互动的教学过程，以达到学习者学习认知、技能

目标要求的教学方法。简言之，案例教学法就是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的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目

标的教学方法。 
三、案例教学法理论基础  
尽管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类似案例教学法的雏型，我们也可以从现代的学

习联结理论、认知理论、观察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中找到其相应的理论基础。 
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是美国第一个从事动物实验以了解反应与刺激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专

家。他把动物和人类的学习过程称为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认为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必须通过尝

试―错误―再尝试这样的一个过程。将“学习”定义成一种“习惯的形成”；认为学习是将许多习

惯不断的联结在一起，组成的复杂架构。其主要理论包括：学习的实质在于形成一定的连结；一定

的连结要通过失误（尝试）而建立；动物的学习是盲目的，而人的学习是有意识。[6](97~98) 
认知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布鲁纳（J S Bruner）认为，学习任何一门科学的 终目的是构建学生对

代学科的良好认知结构，而构建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常需要经过三个过程：习得新信息、转换和评

价。认知结构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为了使学生学得好，掌握提供的信息是必要的；学

生不是被动的知识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加工者；掌握这些信息本身并不是学习的目的，学习

应该超越所给的信息。学生的心智发展主要是遵循他自己特有的认知程序，教学是要帮助或促进学

生智慧或认知的生长。由此，他提出了发现学习法。发现学习理论基本观点：强调创设问题情境；

注重内在动机的激发；注重学生的自我发现；注意信息的提取。[6](131~132) 
观察理论的倡导者班都拉（Albert Bandura）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行为。认为人

类的大多数行为是通过观察而习得的。这一观察过程受到注意、保持、动作再现和动机的影响。注

意过程调节着观察者对示范活动的探索和知觉；保持过程使得学习者把瞬间的经验转变为符号概念，

形成示范活动的内部表征；动作再现过程是以内部表征为指导，把原有的行为成分组合成信念的反

应模式；动机过程则决定哪一种经由观察习得的行为得以表现。[6](151~156) 
人本主义心理学不赞成把人割裂开来去进行研究，也不赞成只把人当作实验的客体在实验室状

态下研究；不赞成把人当作病态人去研究，更不赞成把人当作动物去研究。人总是现实社会中的人、

整体的人、具体的人，具有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具有人的主动性和独特性，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丰

满的人性。把人的需要看成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以人为中心是他们的理论核心。[6](161~162)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冲突阶段、建构阶段和应用阶段。在

冲突阶段，教师要积极地创设问题情境，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学生则积极地搜索旧有的认知结构，

为认知结构的转换奠定基础；在建构阶段，学生对冲突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分析、归纳、对比、推

理，借助有效的学习和思维策略解决冲突，实现冲突过程的同化和顺应；在应用阶段里，学生通过

变式的练习，巩固和完善新的认知结构，顺利实现迁移。该理论主张，要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必

须要重视学生在知识内化过程中自主作用的发挥，重视教学过程中有关问题情境的创设，重视知识

结构的更新。[7] 
以上所有这些理论观点，与案例教学的基本过程和出发点，在理念上是十分一致的。在案例教

学法中，让学生首先面对的是一个问题案例， 学生学习的联结就是隐藏对案例的研读中。在研读期

间，教师引导学生在现象中发现问题，变认知客体为认知主体，尝试性地解答问题，其过程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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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学探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的会有失误产生，经过教师适当的启发，使学习者

将案例中所蕴含的各种知能有机的联结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知识探究者，教师的作用是要创设一种学生能够独立

探究的情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知识。教师需要注意的不仅是问题结论的自身，更要注意的是要能

够通过问题情境的创建，充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成功

的案例应能驱动学生的好奇心，使其对探究未知的结果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学的着眼点应始终放在

学生的自主发现上。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是引导学生深化发现，加深理解。案例教学究其根本是让

学生自己在试着做，在边做边想中做到自我的提升。   
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可以于适当案例中向良好的行为表现学习，抑或避免其中呈现的错误，并

且在案例学习的讨论环节中，相互观摩成员间的学习态度及做事方法，甚至于思维模式，这些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学习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是通过学习者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实现

同化和顺应来逐步建构有关外部世界知识的内部图式，从而使自身的认知结构得以转换和发展。其

中同化实现了认知结构中量的补充；顺应则是认知结构中质的升化。在建构过程中，新的认知冲突

出现后，同化和顺应实现对认知冲突的解决，实现新的平衡，从而促进了认知的发展。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生动的问题情境，在这个情境中，总是具有一个或几个矛盾冲突，而不同的学生，在案例

讨论中的不同认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学生在解决这些矛盾冲突时，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的

不断更替交迭，才可以完成自己个人的理论建构。 
人本主义把尊重人、理解人、相信人，提到了教育的首要地位。在案例教学中，案例提供的鲜

活的现实情境和其提出的问题能够激发学生探索的积极性。案例教学更强调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作

用，提倡学会根据事实情境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案例教学的成功与充分的

案例讨论是分不开的。能够营造一个学生敢于积极参与辩论的案例教学课堂，是案例教学成功的关

键。因此，案例教学十分注意弘扬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动力功能，强调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创造 佳的教学心理氛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案例教学的整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在一个 佳的学习氛围里，使学生主动

地去尝试并达到适度的联结，发现其内在本质，自主地建构和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可以说，

案例教学的教学理念与这些前面简述的学习理论不谋而合。 
四、案例教学法现存的弊病及其发展方向 
尽管案例教学法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其具备了诸多优点。但与其他教学方法一样，其自身也

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彻底贯彻的难点。主要可以从教师、学生、案例及教学环节四个方面来分析。 
在教师中有些人认为案例教学仅仅是以案例为媒介，以增强教学过程中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为主

要目的。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把案例看作是传授知识的一种说明和补充，将其本质看作是简单的

归纳法而不是发现法，自然就不能从案例中发现一般性的假说，更谈不上对假说的实证分析，这样

的理念不能将学生实质性地由学习的客体地位转变为主体地位。此外，案例教学加重教学者负担，

教师要花比平常更多的时间准备熟悉教材和案例。目前，适用于相关学科的经典案例有限，主持案

例讨论对教师的知识和引领案例研讨的经验和技巧更是一大挑战。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具备这样的

引领能力，而不是只能喋喋不休向学生进行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 
案例教学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求较高。由于案例教学过分侧重于分析案例，学生主

要通过课前预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课前准备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由于

准备不够充分会使学生在案例讨论时陷入困境。并不是每位学生都能事先做出充分的准备。在学生

准备不够充分的课堂上，学生可能会沉默寡言或发言偏离主题无法达到既定的课程目标；亦或是出

现完全相反的局面，发言内容过于分散影响其教学的主题。而且，案例教学课堂对班级人数也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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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虑，人数过多不利于案例讨论。可现状是大多数的教学课堂人数较多是普遍现象。所以说案例

教学法的成效可能因学生背景、学科类型及班级人数而异，中等程度以下的学习者不十分适于参加

这样的课堂教学。 
案例自身也有其局限性。案例与实际情境毕竟是有差距的。不及实地亲身经历，缺乏实证研究。

案例所附的研究问题很难一体适用，恰当的案例很难选取，自编又费时费力同时也受到教师自身学

识的限制。尤其是当科目内容已经很枝节零散时，不当的案例会适得其反，使学生无法掌握到学习

的要点和理论知识。使用多样的案例有助于收到案例教学预期的效果。可经典案例少，有限的教学

时间限制了案例的使用，正是目前案例教学的又一种现状。 
综合上述分析，从案例教学法的发展史，人们给予的各有侧重的界定及其理论依据，我们应该

可以确定，该教学方法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和探索。我们应

该理性地去实践。我们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其要旨，另一方面也要明了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

更要为如何解决目前能够胜任案例教学的师资缺乏，典型有代表性的案例不足，考评学生困难等问

题找到解决办法。21 世纪教育的中心必须由知识的系统积累转变为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从这个意

义上说，案例教学法确实是一种致力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面向未来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之所以

有一定的空间能在教学中运用，是因为知识和能力不是经由别人告诉而得来的，必须经过学习者的

主动接受，积极反思内化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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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n Case Method Researche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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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review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ase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its potential development. It stresses that the 
method be applied rationally for its peculiar requirement of teachers’ qualities, students’ initiatives and self-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limited class scales. 
Key words: case；case method；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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