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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传统管理类课程教学方式在培养管理技能上有较大缺陷$ 角色扮演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创造性&积极性

和主观能动性!是课堂讲授&案例讨论&小组研讨等管理课程教学方法的有效补充$ ?UD<?法包括剧本,?/E)VH-&剧情,Ue

V)HBP)P-&表演,DIEL(ECB0/I-&讨论,<)P/NPP-和升华,?NKA)CBH)(0-!采用 ?UD<? 法时一定要鼓励学生参与$ 设计优质的剧

本概要和角色轮廓!是角色扮演法获得较好教学效果的关键$

关键词!情景教学'角色扮演'管理课程'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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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思维%特质和交流方式也不断改变#)"$ 后*有着独特的)<>7*!注重形象思维

和切身体验#排斥强制性权威#缺乏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目前在校大学生多是)"$ 后*#其全新特质

给传统教学方式带来挑战& 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就对传统课程观提出批评#并倡导在教学中应强调不确

定性和差异性#推崇对话和人际沟通#强调多视角%多元化思维的全新教育方式& 在此背景下#互动式教

学%情景式教学%参与式教学等被不断引入到大学课堂#获得较好教学效果#如 ?(.1B和F)PQ就发现#针对注

意力更短%快节奏和喜欢个性化体验的美国[一代#角色扮演教学法比传统教学方法更有效'%(

&

%5角色扮演教学法及其优势

角色扮演最初由心理学家莫雷诺于 #$ 世纪 +$ 年代为治疗儿童心理疾病而始创#其基础是心理剧

论和群体动力学论& 莫雷诺认为#让儿童自发地扮演各种角色能使他们表现创造性自我#从而开放心灵

而发展出积极的情感#这能够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增加解决问题能力& 角色扮演法后来被应用到教

学中#并被归为一种情景教学法而得到广泛应用& 教学中的角色扮演是指#根据教学需要#运用戏剧表

演方法#让学生在已有经验基础上#通过对角色的想象%体验%思考和讨论#真切地感受教学内容#从而达

到学习目的'#(

&

相比传统教学方式#体验式教学具有许多独特优势& 它可以让学生充满激情#更不容易疲劳'+(

#也

更自信'3(

& T)d)0XPH(0和TS0/Q指出#体验式教学容易提高学生创造力和社交技能',(

.6EICAIE等人认

为#体验式教学可培养学生批判思维#提高其问题解决能力'&(

& 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如FE(0H/fB1 和

:IAAS指出#)当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一种体验并对这种体验反思时#有效的学习就发生了&*

'2(

MENCKAIS

等人认为#引入角色扮演法可达到三个目标!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技巧.提高学生口头和书面沟通技巧#使

他们变得更有创造力.使教学变得有趣而有吸引力'!(

&

#5角色扮演教学法在管理类课程中的优势

#*%5管理类课程主要特点及培养目标

管理类课程是综合类课程#主要以培养管理人员为目标#融合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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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管理类课程有两大特色#一是注重实战性%操作性和实践性.二是注重综合能力培养#为学生就职

做准备& 通常大学管理类课程强调训练学生各种管理技巧#MBVE(0)和7E)BP认为这些技巧包括!人际沟

通.获得%使用权力及影响力.协商.冲突管理.目标设定.问题解决.决策.管理会议.口头和写作陈述.激

励他人.辅导与建议.培训员工.团队建设.时间管理.压力管理.生涯管理'"(

&

#*#5角色扮演法在管理类课程中的应用优势

:)CKBAA指出#传统标准化教学法是一种不充分的教育#无法培养出商业领域中需要的特殊技能如

人际交往%沟通%战略思维和决断力等#一项对+财富,,$$ 强高层管理者的调查表明#美国商科学生通常

缺少沟通和人际能力#而这往往是管理岗位所必须的'%$(

& >)1(AB)指出#管理类教学除传授学生基本知

识外#还应关注沟通技巧%信息处理能力%思考能力%团队合作意识等优秀管理人才必备的素质'%%(

&

;EI0H指出#运用情景教学可增加学生沟通和人际能力#激发创造力#学生喜欢扮演过程#还要运用理论

知识独自去解决现实困境'%#(

& =(0/E)IL指出#在管理课程中使用角色扮演有三个好处.可以提升学生

的管理技能.仿真场景设置可以为职业生涯做准备.可以使单调的授课过程更有趣#提高教学效果'%+(

&

角色扮演法应用到管理类课程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培养主动性& 学生需要主动查阅资料设定剧本

以获得较好舞台效果& 二是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基本所有场景设定都需要团队合作表演来完成& 三是

培养决断力& 剧本中的管理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任何决策结果都非常困难#也不会得到一个各取所需的

结果#而这恰恰与现实一致& 四是培养学生创造力& 剧本撰写和故事讨论都可激发学生自主思考& 五

是培养人际沟通能力& 无论是讨论剧本%准备表演还是具体表演#学生都需和他人沟通& 六是体验真实

商业环境& 学习新东西且不犯错非常困难#在商业领域犯错代价非常昂贵#角色扮演法可让学生在没有

风险的情况下体验真实管理情景&

+5?UD<?教学法及其要点

[(KA(0P1S认为完整的角色扮演教学应该包含 , 个步骤!通过预热活动让学生找出问题.设计场景

并安排角色.演出.教师引导讨论演出内容.讨论改进意见& 参照此观点本文总结出 ?UD<? 法#包括!剧

本"?/E)VH$#剧情"UV)HBP)P$#表演"DIEL(ECB0/I$#讨论"<)P/NPP$#升华"?NKA)CBH)(0$& 具体内容如下!%$

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设置出剧本梗概& 剧本梗概一般是介绍故事发生背景%角色设定及表演目标#教师切

图 %5?UD<?法各步骤中师生参与度

勿把剧本梗概写得过于详细& #$要求学生根据

剧本梗概#在教师限定范围内设定故事剧本和对

话& 与传统方法中由教师设定详细剧本不同#此

法可充分发挥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 +$表演&

表演方式可以在现场表演或 M̂O录制播放两种

方式中选择& 3$课堂讨论和评价& 根据表演情

况让学生们在限定问题框架内展开激烈讨论&

,$理论升华& 讨论结束后#教师将讨论结果上升

到理论高度#对学生表演进行点评和指正&

采用 ?UD<?法时一定要鼓励学生参与#可采

用的方法有!鼓励学生创作.多提问%少评论.强

调无所谓对错.不要轻易打断表演过程等& 师生

在各个步骤中的参与程度见图 %& 开展 ?UD<?

法时还要考虑到实践教学占比#比重太多会打扰正常教学过程.比重太少达不到实践效果& 以一门 3!

课时的课程为例#按每次角色扮演需 % 课时计算#设定 ! 次角色扮演较为合理#约占教学总时间的

%&g2_#不会打扰正常教学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35?UD<?法执行时需注意的关键问题

要使 ?UD<?法达到最佳#授课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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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无所谓对错& 不像其他课程作业#难以严格制定出正误的区分标准是该法一大难题#而

这正符合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况& 因此#教学时不要轻易评判对与错#只需在点评时提出个人观点供学生

参考&

第二#鼓励学生创造出幽默的角色& 幽默不仅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参与热情#还容易激发热

烈讨论#也可培养学生创造力& 事实上#能否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是 ?UD<? 法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

以#任何时候教师都要想尽办法去鼓励学生&

第三#有条件时可用录播代替现场表演& 两者各有优势#现场表演更易被老师控制#可在学生没有

任何准备情况下即时使用#也不需要复杂的录像设备& 使用录播方式也有很多优势!首先#录像突破了

时空限制#学生可在课余时间到实地场所录像#从而创造出更真实的场景.其次#学生们会竭尽全力发挥

创造力#在课堂上播放影片可给他们带来成就感.最后#录像可让教师在播放过程中随时中止进行点评#

也可在结果出来前由学生讨论和预测结局#而现场表演时打断学生非常不妥&

第四#要把控好时间& ?UD<?法非常消耗时间#把控不好极有可能影响正常教学#对于初次使用者

使用计划非常重要& 有三种方法可改善此问题!提前布置角色扮演作业.在班级中选择助手并提前交代

相关事宜.鼓励学生使用 M̂O录制后在课堂上直接播放&

第五#引导学生多角度设定剧本& 学生总想得到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模棱两可的答案总会让他们

感觉困惑#所以他们倾向于在剧本中设定一个各取所需的喜剧结局#这与真实商业情况相悖& 因此#老

师应倡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鼓励设定取舍两难%引发思考的剧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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