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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教学实践，对本科院校现有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材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材建设

应该进行人性化设计，体现可读性和实用性。围绕教材建设，配套的教学实践也应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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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是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管理学原理”的课程和教

材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国外相比，国内“管理学原理”的教材建设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

图尝试探索“管理学原理”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实践的改革思路。 
一、“管理学原理”课程教材存在的问题 
近 10 年我国本科高校使用的管理学原理的教材，被冠以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管理学教程、管

理学基础和现代管理学的，超过 100 多本。这些教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从西方原版引进或

全文翻译出版的，如斯蒂芬·罗宾斯所著的《管理学》。[1]第二类是国内学者参阅西方论著编著的，

如周三多、陈传明的《管理学》。[2]第三类是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编著的，具有一定中国

特色的，如芮明杰主编的《管理学：现代的观点》[3]和陈传明、周小虎的《管理学原理》。[4]第四类

是规模最庞大的，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学校建设项目进行编写的，在少数高校内使用的教材。纵观国

内的《管理学原理》教材，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观念相对落后 
国内管理学原理教材是在消化吸收哈罗德·孔茨等人所著的《管理学》[5]和斯蒂芬·罗宾斯所

著的《管理学》的基础上不断编写的，各版本教材虽各具特色，但结构体系基本趋同，大多是围绕

管理职能展开的。从营销理念角度来看，国内教材的编写者基本处于生产观念阶段和产品观念阶段，

易形成所谓的“营销近视症”。其实学生真正所需要的不是教材本身，而是有效的管理学基本知识和

技能的学习和锻炼。 
（二）开发速度慢且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企业经营管理环境在不断改变和更新，管理学学科理论在快速发展，外在的环境要求管理学原

理教材应不断更新，以反映新的发展趋势，同时又必须保持教材的系统性和持续一致性。国外的管

理学教材，如，孔茨和韦里克所著的《管理学》第 1～11 版，罗宾斯和库尔特的《管理学》第 1～8
版，杜伯林的《管理学精要》[6]第 1～7 版，这些教材每隔 3～5 年，都推出新版本，每一次修订，

都会加入一些新视角、新观点，新素材。在带给读者惊喜的同时，也使教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相

比较而言，国内的管理学原理教材更新速度缓慢，尤其是内容的创新和组织难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三）缺少消费者市场分析 
教材编写者普遍缺乏消费者市场需求分析。国内高校的教材管理，有明显的“计划”痕迹，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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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多样，供应单一。教材征订由授课教师或教务部门做出，学生没有投票权。市场需求分析不足

的另一方面，则是教材的编著者越来越缺乏一线教学的直接体验。专家和学者在为本科生编写教材

时，经常缺乏对本科教学的最新体验。 
（四）对学科变化和实践缺少敏感性 
目前国内管理学原理教材所阐述的内容，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

一般方法，90 年代以后和新世纪出现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与方法在管理学教材中体现不多。

在管理的实践上，反映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内容很少，尤其在教材案例的编写上。我国学者在编著

管理学原理教材时，比较注重规范的学术传承，内容的科学性、逻辑的严谨性和体系的完善性，而

对学科的前沿性与管理的实践性关注不够。 
（五）普遍缺少人本关怀 
教材的编写很少站在学生或读者的角度。反映在内容的编排和写作风格上主要有三点：（1）教

材普遍缺乏可读性，大多属于应试型书籍，对概念和理论的归纳过多，对技能培养的内容较少。

（2）存在两种倾向，要么太晦涩难懂，要么太教条。（3）不注意修饰，通常是大篇幅的文字，没有

表格、图形和图片。 
二、“管理学原理”课程教材的重建 
基于学生和教学的真正需求，不管是出版社驱动的，还是学校教师驱动的，“管理学原理”教材

建设必然要考虑增值性和有效性问题。 
（一）教材结构体系需要创新 
创新《管理学原理》教材结构体系，可以考虑按照管理职能的逻辑顺序与技能内容相结合来组

织教材结构。如塞缪尔·切尔托著的《督导管理：原理与技能训练》。[7]该书共分5篇：什么是主管、

现代主管的挑战、主管的职能、主管的技能、管理与人力资源。该书从概念到技能训练，从理论到

实践，令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主管的概念、职能和必要的实际操作技能与理论。每章都配有技能模块，

使读者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后，检验实际操作能力。 
（二）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学者编写的管理学教材往往是“以教师为中心”、“以编写者为中心”，把“可教性”或

者尽快完成教材编著任务放在第一位，而把是否有利于学生阅读和能力开发等放在次要位置。应用

型本科教材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理论阐述比例正在逐渐减少，实际技能和案例的比例正在增加。这

一变化，一方面反映高等教育从传授知识为主到多方面能力培养的转变。另一方面，案例法的应用

也可视为管理学实践性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教材的章节前后安排几个与本章节内容紧密相关的案例，

用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案例教学相一致的是，在课程的考核上也使用

案例分析考核。教学应该更加关注学习过程、学习兴趣，关注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这需要从教材

本身的可读性和实践性上进行创新。 
（三）教材构思应充满人性化设计 
国外的管理学著作在构思编排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充满人性化设计因素，充分地考虑到

了阅读者学习的方便。章节安排上，一般以引导案例开始，先提出问题，然后涉及具体内容，其间

穿插小测验，最后是章节小结、思考题和案例应用。有的还有来自于实践中的管理者的回应与主题

框。其特点是，重实际应用且细节化，将管理概念的学习融入实际问题中。在辅助性资料方面比较

注重配套性，多媒体课件、习题集、案例库、网上冲浪以及含有学生技能训练的在线学习系统等一

应俱全，十分便于读者学习，同时又能提升读者研究管理学的兴趣，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思想，

强调了阅读者积极参与的意识。 
（四）管理学的讨论范畴应适时扩大 
从管理学教材的内容来看，国外教材多为巨著，涉及内容和范畴非常广泛。除了传统的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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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外，还包括全球化管理、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伦理道德与社会责任。国外引进的管理学教材

非常注重管理过程并力图向真实管理实践靠拢。一部教材洋洋洒洒近百万字，包罗万象，教材讨论

的问题从本土到世界各地，从工商企业到社会各组，内容极为广泛。随着全球化、团队组织结构、

网络组织结构、供应链管理以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加强，无论是组织内部还是组织之间，管理都需

要增加新的讨论范畴。同时，一本管理学教材的规模是有限的，在讨论范畴的扩大的同时，有些内

容应该适当删减，注意与其他后续课程的衔接。 
（五）中国管理特色的体现 
在介绍西方最新管理理论和著作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质疑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问题。我们不可

能一直拿着国外的管理学教科书，分析国内企业的案例，或者拿着国内的管理学教科书分析世界 500
强公司的案例。除了努力在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以外，我们还可以考虑我们自己

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国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中国私营企业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它们内部有

一套不靠制度却能协作的工作方式。这种对内结成内部网络，对外结成网络式组织的方式，绝对是

中国式管理的特色。这其中需要了解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运作的逻辑和法则。 
三、“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建设 
根据以上问题分析，“管理学原理”课程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可以考虑推行以下做法：  
1．结合教材各章所设置的提要、学习目标、小结及其练习题，突出学习重点和复习掌握知识点

的训练。给学生进行导读和释疑，以便学生能够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应用。  
2．教材汇总一些现实企业管理的独特性、幽默性和趣味性的事例。教学中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诸如：课堂讨论、课堂小作业、案例分析、专题研究等，对于开拓学生

的学习思路、加深管理基础理论的理解、巩固教材的知识有所帮助。 
3．教材附录提供一些“教学案例”和参考网站。教师运用教材提供的案例进行教学，学生结合

教学参考网站提供的资料，对各类管理进行了模拟分析。最后结合教师给学生布置的课余作业：对

某公司在某个管理环节进行的管理实践给予分析、讨论和策划，学生组成小组查找、收集、分析资

料，形成作业报告，期末课堂中师生共同分享学生小组的成果。只要学生学以致用，能理论联系实

际，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就落到了实处。    
4．大量收集和整理各类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辅支持材料。包括教师教学手册、教学幻灯片、多

媒体课件、教学和实践录像、试题库、网络资源及其时事案例等。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实践

型或实战型管理培训讲师们对我们大学教学的影响，要充分吸收他们的长处为我们所用。 
5．教材的改革也促进了考核方式的改革。国外大学的考核一般多采用多样化的方式，注重教学

过程的控制和评估。我们建议可以采用“课堂表现 20%+平时作业 30%+期末考核 50%”的考核方式，

以实现课程教学的目标。当然随着教学过程的不断开发和细节化，期末考核的比重还要下降。 
总之，管理学原理课程教材的改革创新和教学实践表明，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基于学生需求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教材和教学环节，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调整和解决。

并不是教学问题有多难和多大，教学问题的真实面目是由谁首先去解决，为什么要解决，为谁而解

决。对于广大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是一个真正需要我们花大力气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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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essay is 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existing textbooks of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appli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writer, thus, explores the constructs of student-centered, readable and pragmatic 
textbooks in line with th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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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ginally，the concept of language instinct refers to “having a discerning feel for language”. This paper aims to 
question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awareness, pointing out that a clear reference of the 
concept can discern varied recognition of the term，and language instinct, part of linguistic performance，cannot be the central 
target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Key words: language instinct；root；clar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specific reference 

（责任编辑  赵 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