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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管理”课程实施项目式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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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战略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基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战略思维和
分析、解决企业战略管理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通过分析传统“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基于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布鲁纳认知发现学习理论，提出引入项目式教学模式，重新建构该课程理论知识体

系，引导学生共同设计和实施课程项目，改革课程考核模式，从而实现提高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企业实际战略问题的

实践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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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战略管理”是工商管理类各专业的核
心基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战略性思维和分析、解

决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我国高等院校的主
要任务之一是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

应用型人才［１］。因此，加快本科“企业战略管理”

课程由纯理论授课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改

革，增强本科生分析和解决企业战略管理问题的

能力，是全面提高本科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途径［２］。诚然，这也是大学教育回归发现性和发

展性的重要体现，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内涵式发

展的重要价值载体［３］。

１　传统“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教学存在的
问题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

性较强的课程，自１９９６年引入我国以来，该门课

程成为工商管理类乃至大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

程。长期以来，该门课程一直在教学改革的道路

上不断探索，经历了由纯理论讲授向案例教学转

型的重要过程，这无疑是对该门课程教学模式改

革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据已修读过此课程的

学生及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的反馈，应用战略管

理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企业实际面临的战略问题的

能力仍显不足，这成为制约他们开展创新创业、胜

任公司高层管理工作的重要瓶颈。抚躬自问，传

统的“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教学仍然存在以下

问题。

１．１　教学内容重理论灌输，轻实践操作
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教学内容的重

点应该是帮助学生在理解战略管理理论和方法的

基础上，能够利用这些经典理论和方法为企业发

展战略提出规划和建议。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

主要以教师讲授相关理论知识为主，学生成为被

动接受知识的主体。从目前出版的教材来看，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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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是强调理论体系的全面性，而忽视了实

践层面的指导。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课程考核

的方式，均以理解和记忆相关的理论为主。即使

利用案例教学的方式，对案例的解读依然很难提

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１．２　教学模式重案例讨论，轻实践启示
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将案例教学引入我国以

来，工商管理类课程利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教学成

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方

法［４］。但是，案例教学法依然存在以下问题。其

一，教师所提供的案例极其精简，学生在进行案例

讨论的过程中很难全面掌握案例企业的相关信

息，例如，在进行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分析的过程

中，很多案例都缺失对财务数据的报告，这导致学

生对案例企业的讨论以主观判断为主，缺少科学

的分析。其二，教师通常为不同的章节提供不同

的案例企业，使得学生很难对一个目标企业进行

深入分析，对于目标企业该如何确定未来发展的

战略思路和方案，教师和学生都未进行全面的思

考。这种碎片化的案例教学方式实际上并未提高

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１．３　教学外延忽视了与其他职能管理的衔接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需要从企业整体、全局

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使得企业的管理工作能

达到整体最优的水平［５］。然而，传统的“企业战

略管理”课程教学忽略了与营销管理、财务管理、

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职能管理的有效衔接，

导致学生在制定企业战略规划的过程中无所适

从。当然，部分原因在于该课程课时较少，难以完

全展开来讲授。这就亟需一种新型的课程讲授模

式来化解此矛盾。

２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项目式教学模式
引入的重要意义

项目式教学模式是指以项目为主线，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引导者，将课程内容有机划分为若干

子项目，学生通过完成项目任务的形式，达到理论

学习与实践操作的无缝对接和有机结合［６］。因

此，在“企业战略管理”课程中引入项目式教学模

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最大程

度提高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企业实际战略问题

的实践能力。该模式的引入，对提高工商管理类

本科生培养质量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２．１　项目式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实现“新三中心”
目标

赵炬明教授提出，新时代的本科生培养应注

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增强，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

迁移，这要求本科教学改革要坚持“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

心”［７－８］。项目式教学注重学生利用战略管理理

论为企业发展制定战略规划的能力，强调学生在

专业领域知行合一的发展。项目式教学模式需要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理论学习，同时不断拓

展职能管理理论，学会解决企业实际问题。项目

式教学最终强调企业战略规划的可行性和前瞻

性，以此为依据能够全面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２．２　项目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具有较高职业
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我国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是经济

社会转型和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的必然要求［９］。培

养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主要目标，

但是学生的应用能力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成

为企业招聘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问题［１０］。项目式

教学模式能够引导学生不断探索新知识，充分利用

已有的理论和工具来解决企业面临的战略困境，同

时，以任务驱动和团队协作的方式能够共享知识资

源，符合当下企业团队管理的实践和要求。

３　项目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项目式教学模式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教学方

法，同时，这种教学模式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

之上。授课教师只有理解了这些理论内涵，方能

有效应用项目式教学法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３．１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该理论认为，学习不是教师单向灌输知识的

过程，而是学生通过实践与反思来建构自己知识

的过程［１１］。该理论的核心是学生通过在实践操

作中逐渐建构知识体系，而这需要教师进行有效

的情景创设，学生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１２］。

因此，面向实践的“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项目式教

学与这一理论内核具有天然的一致性。这一教学

模式需要教师引导学生选择目标企业，学生则是

承担为目标企业制定战略规划的任务主体，这种

情景创设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学习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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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通过团队协作来完成项目整体任务，有

助于促进战略管理知识体系的建构［１３］。

３．２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是“教育即

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该理

论的突出特征表现为注重教育的实践性和充分发

挥学习者的能动性，反对直接灌输知识和被动接

受学习［１４］。因此，“做中学”是杜威实用主义教

育理论的又一核心理念。在“企业战略管理”课

程中实施项目式教学模式，正是契合了这一理论

内核。项目式教学法有助于将企业战略管理的相

关理论和工具与当下企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同

时注重学生的自觉性和实践操作能力，充分发挥

学生对企业战略管理知识探索的潜能。

３．３　布鲁纳认知发现学习理论
该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学生的

学习是主动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二是重视知识

结构的整体性，三是提倡发现学习，四是关注直觉

思维的价值，五是关注信息的加工和提取［１５］。在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中实施项目式教学模式，正

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和潜能的过程。通过

教师引导学生初步学习“企业战略管理”课程的

理论知识，明确该课程的知识结构，进一步通过项

目解构和实施，在实践操作过程不断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让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能力。

４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项目式教学的组
织实施

在“企业战略管理”课程中引入项目式教学

模式，是促进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由传统的“传

授范式”向新型的“学习范式”转型的有益尝

试［１６］。项目式教学模式可按照４个阶段有序实
施（见表１）［１７］。

表１　“企业战略管理”项目式教学的４个阶段及任务分工

任务分工
实施阶段

知识体系建构 课程项目构建 课程项目实施 课程项目考核

教师

１．制定课程目标

２．设计课程教案

３．准备实践案例

１．建构课程大纲

２．明确项目目标

３．布置项目任务

１．项目情景设计

２．讲解核心知识

１．参与过程考核

２．团队成果考核

学生

１．阅读参考书目

２．阅读经典教材

３．重温职能管理

１．选择目标公司

２．前期调研访谈

３．了解战略需求

４．组建项目团队

１．学习理论知识

２．制定调研计划

３．深入企业调研

４．数据整理加工

５．撰写规划报告

１．课堂ＰＰＴ展示

２．项目组间提问

３．修改提交报告

４．１　课程知识体系建构
依据企业战略规划制定的逻辑，教师首先需

要完成“企业战略管理”课程知识体系的整体建

构。其一，授课教师按照“外部环境分析→内部
资源和能力分析→战略目标制定→总体战略制定

→竞争战略制定→职能管理设计”的逻辑思路设
计课程教案［５］，这有助于与后续项目的构建和实

施保持一致。其二，上述６大模块中，授课教师需
要进一步建构每一模块的理论知识点和工具方

法，为学生实施课程项目提供初期理论认知。其

三，授课教师应结合自身的战略管理研究和咨询

实践，为该课程准备１～２个实践案例，通过授课
教师制定战略规划的实践经验，引导学生进一步

理解每一模块的理论知识和工具方法。

４．２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项目构建
为了便于课程教学的开展，授课教师应引导

学生合理建构课程项目。其一，确定该课程的总

体项目任务。该课程的项目任务可以确定为“为

ＸＸ企业发展制定战略规划”。其二，确定项目的
主要指标和具体任务（如表２所示）。随着理论
知识体系的不断推进，学生将逐步完成项目一至

项目六的具体内容。其三，确定目标公司。由于

企业战略规划制定需要大量的行业信息和公司内

部经营管理信息，因此，目标公司的确定可以从两

个途径来选取，一是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上

市公司，这有助于学生掌握最新的行业趋势，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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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上市公司具有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便于获得

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信息；二是依托校院与企业

建立的实践、实训基地，由授课教师按照课程项目

进展带领学生深入企业进行调研，获取企业经营

管理的信息。

表２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项目任务设计

编号 项目具体指标

项目一
分析该企业的外部环境，得出符合该企业实际的外

部分析结论

项目二
分析该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得出符合该企业实

际的内部分析结论

项目三
在企业价值观的指引下，结合内外部分析结论，确定

企业的使命和战略目标

项目四 设计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总体战略模式

项目五 根据总体战略要求，设计企业的竞争战略

项目六 制定为了实现战略目标的职能管理改革优化策略

４．３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是“企业战略管理”课程的核心环

节，具体任务包括以下环节。其一，为了增强学生

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企业战略管理”课

程的情景再现程度，由各项目组来确定目标企业、

项目经理（团队负责人）、团队成员、团队名称、团

队口号、团队目标等，初步建构起项目团队的使命

和远景，增强团队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认同

感。其二，进行项目成员分组，完成表２的设计。
建议８～１０人组成一个项目团队，每个团队设“项
目经理（团队负责人）”１人，负责整个团队管理，并
负责组织协调团队成员完成整个项目；其余团队成

员分工建议如下：１～２人负责企业外部环境分析，
１～２人负责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分析，２人负责企
业使命与战略目标以及企业总体战略设计，２人负
责企业竞争战略设计，２人负责职能管理的优化设
计。团队组成由项目导师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可由

项目导师随机分组，也可允许学生自由组合。团队

内角色分工由各团队自行协商产生。其三，引导学

生进行实地调研和收集目标企业相关信息。掌握

充分的企业经营管理信息是为其制定科学有效的

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基石。授课教师应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与实践、实训基地，引导项目组成员按照

项目目标制定科学的调研计划。在核心理论知识

和方法讲解完成之后，可带领项目组成员深入目标

企业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发现目标企业战略管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其四，课堂教学按照“理论引导

＋项目演示”的方式进行。首先，授课教师可按照
新建构的理论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学习项目的理论

知识和方法；其次，项目组根据任务分工由相应成

员以ＰＰＴ形式演示项目成果；再次，项目组之间可
以进行提问和交流，形成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氛

围；最后，由项目导师进行深度点评，项目团队进一

步修改和完善战略规划报告，实现对该模块知识体

系的反思与建构。

４．４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项目考核
项目式教学成果的考核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确定团队成果评定方法。首先，流程形式占

５０％，考察在ＰＰＴ演示过程中对企业战略规划的
理解和运用，主要体现的是学习态度，决定的是成

绩能否通过的问题。其次，内容水平占５０％，考
察对相关知识的创造性运用能力，主要体现的是

能力水平，决定的是成绩高低的问题。其二，确定

个人成绩评定方法。一是授课教师确定项目团队

成绩，决定团队平均成绩以及“项目经理（团队负

责人）”的成绩；二是由“项目经理（团队负责

人）”根据团队成员的参与程度和对团队的贡献

给出团队成员的成绩；三是由授课教师依据个人

在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的表现确定个人成绩，如

出勤情况、回答问题、项目交流等，最后按照一定

比例综合为学生的最终成绩。这种考核方式既考

查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能考

查项目团队的协作能力，充分引导每一位学生积

极参与到课程教学中。

５　结语
培养学生的战略性思维和分析、解决企业战

略管理问题的能力，是新时代“企业战略管理”课

程改革的重要目标，而引入项目式教学模式是适

应这一改革需求的重要创新。项目式教学模式不

仅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企业战略管理理论

与方法，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企业管理实践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理论认知能力及思维创新能

力。为了进一步提高项目式教学质量，未来需要

高校与更多优秀企业建立实践、实训基地，授课教

师应主动申请和参与企业战略规划的相关课题研

究之中，提高教师的项目式教学能力。

８４



第３期 袁宝龙：“企业战略管理”课程实施项目式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１］罗玉明．应用型本科高校企业战略管理教学方法改

革探析［Ｊ］．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１１）：

１２３－１２５．

［２］徐立清．地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标准的设计思路

与实现路径［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５）：８１－８５．

［３］刘振天．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转型时代中国

高等教育价值革命［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９）：

１－７．

［４］王慧青，尹少华．《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案例教学改革

探讨［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５）：２０３－２０５．

［５］刘平．企业战略管理———规划理论、流程、方法与实

践［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６］何红．项目式教学在营销专业中的应用探究［Ｊ］．长

春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４）：１５３－１５４．

［７］赵炬明．论新三中心：概念与历史———美国 ＳＣ本科

教学改革研究之一［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６

（３）：３５－５６．

［８］赵炬明，高筱卉．关于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

学改革的思考［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７（８）：３６－４０．

［９］钟秉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时高等学校内涵建设的

核心［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７１－７６．

［１０］彭长根，牛坤，田有亮，等．基于项目的任务驱动式

多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Ｊ］．高教研究与实践，

２０１６（４）：３９－４３．

［１１］聂晶晶．采用项目式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以

“商业空间设计”课程为例［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７

（８）：７３－７５．

［１２］白逸仙．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创业型工程人才培

养———英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案例研究

［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５）：５６－５１．

［１３］傅四保．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项目教学法初

探———以“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为例

［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１（２）：５６－５８．

［１４］刘华初．杜威与建构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Ｊ］．教育

评论，２００９（２）：１４４－１４８．

［１５］李晓丽．布鲁纳学习理论及其对教学工作的启示

［Ｊ］．教育探索，２０１５（１１）：５－８．

［１６］刘海燕．向“学习范式”转型：本科教育的整体性变

革［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１）：４８－５４．

［１７］朱晓红．基于项目式教学的课程改革实践与探索

［Ｊ］．东莞理工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６）：９３－９７．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ＹＵＡＮＢａｏｌ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ａｂａｓ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ｗｈｉｃｈｐｌａｙ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ｒｏｌｅ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ｏｆＤｅｗｅｙ，ａｎｄＢｒｕｎｅｒ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ｇｕｉｄ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