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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①

———以湖南工业大学为例

安丽苑，邹筱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实践教学是工商管理专业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对湖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反馈调查和用人单

位的调查，发现湖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以用人单位和学生真正需要的专业实践

能力为目标，通过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加强实践导师队伍建设和改革实践教学考核形式等实践教学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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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需要，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备管理、经济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

理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１］；其核心在于“应用”，要求掌握学科基础性理论及基本

技能，并同时要具备很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管理运营能力［２］。因此，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工商管理

专业教学中显得特别重要。目前工商管理专业已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以湖南工业大学为例，既有

在校内进行的课内实验、课程实习、案例大赛、创业大赛、毕业论文等形式，也有在校外进行的认识实

习、专业实习 、毕业实习等形式。但是效果如何，学生的评价如何，用人单位是否满意，工商管理实践教

学环节是否需要完善和改革，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１　工商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调查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已入职工商管理毕业生对学校实践教学的评价和用人

单位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需求特征，分别对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调研。

毕业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在工作之后对母校的实践教学评价可靠性更强。按市场需求培养人才，以用人

单位要求学生具备的能力为目标，切实做好实践教学改革，有利于学生的就业和未来的成长［３］。

１．１　对入职毕业生的反馈调查
１．１．１　问卷设计与实施

调查对象为已毕业的工商管理类学生，问卷内容主要涉及毕业生对工商管理类专业通用管理能力

和专业实践能力重要程度的评价（各项能力重要程度由低到高依次按升序排序，通用能力最高值为９，
专业能力工商管理及市场营销最高值为８，人力资源管理最高值为６），以及毕业生对母校实践教学的评
价。问卷使用问卷星定向发送至已毕业学生。问卷有效回收１３１份，学生样本毕业时间为半年至三年
以上，其中工商管理专业方向的学生占４６．５６％，市场营销专业方向的学生占２１．３７％，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方向的学生占３２．０６％，样本从毕业时间、专业方向均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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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调查结果分析
其一，已入职学生对在校时实践教学环节的评价。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８２．４４％的集中在民营

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市场化程度高的单位，这些单位的能力需求更能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对

学校的实践教学，毕业生认为对入职后工作帮助大的实践教学是毕业实习（６７．９４％）、专业实习
（５１９１％）和案例大赛（３９．６９％）；而毕业生在工作中体会到在校期间实践环节比较薄弱的是专业实习
（６０３１％）、案例大赛（４９．６２％）、课程实习（４４．２７％）、毕业实习（３６．６４％）。７４．８％的毕业生认为在
校期间应加强实践性教学。这也反映了最能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环节，也是最薄弱的环节［４］。

其二，已入职毕业生对实践能力需求认知。从入职后的评价来看，毕业生认为通用管理能力中第一重

要的是沟通能力（７．５８），其次是表达能力（５．７９），第三是学习能力（５．７）。从专业能力来看，各专业毕业生
认为最重要的前三项如下：工商管理专业方向为组织与协调能力（６．５６）、计划与控制能力（５．７４）、营销管
理能力（５．３３）；市场营销专业为业务谈判能力（６２５）、营销策划能力（６０４）、市场调研能力（５．２９）；人力资
源专业为人员关系管理能力（４．５）、员工培训管理能力（４．１４）、员工招聘能力（４．０２）。
１．２　对用人单位的调查
１．２．１　问卷设计与实施

调查对象为工商管理用人单位，问卷内容主要涉及用人单位对工商管理类专业通用管理能力和专

业实践能力的重要程度的评价，并对各项能力重要程度由低到高依次排序，以及接收学生实习的意愿。

调查问卷使用问卷星，抽取以湖南地区为主的１３个省市的４５家用人单位的不同层次的管理者进行发
放。有效回收４５份，参与回答者中基层管理者占样本的２６．６７％，中层管理者占５３．３３％，高层管理者
占２０％；从事管理岗位年限１～３年的占２６．６７％、３～５年的占１５．５６％、５～１０年的占３７．７８％、１０年以
上的占２０％；样本从管理层级到管理年限均有一定代表性［５］。

１．２．２　调查结果分析
其一，用人单位对工商管理专业实践能力的要求。一是对管理通用能力的要求。单位管理者最重

视工商管理类学生的前四项通识能力依次为：沟通能力７．２９、团队合作能力６．６７、组织能力６．３８、协调
能力６．１８。按职务层级对能力的要求进行交叉分析，注重的前四项能力位次略有差异，高层管理者最
注重组织能力，中层、基层管理者更注重沟通能力。二是对专业能力要求。单位管理者最看重的各专业

本科毕业生的前三项专业能力分别是：工商管理专业为组织协调能力、计划与控制能力、营销管理能力；

市场营销专业为营销策划能力、市场调研能力、业务谈判能力；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人力资源规划能力、

员工培训管理能力、人员关系管理能力。

其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实践经历的看重程度与接收实习生意愿。调查显示，单位招聘工商管理类

本科毕业生时，９３．３３％的管理者重视毕业生的实践经历；８２．２２％的单位管理者愿意接收工商管理类专
业本科生实习以提高实践能力，愿意接收时间长度１～２个月、２～３个月各占４０．５４％；不愿接收工商管
理学生实习的单位，主要原因是人太多、流动性大以及保密制度等。

１．３　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对能力需求的比较分析
其一，通用管理能力需求分析。除了最注重（第一位）的沟通能力和最不看重（第八位）的创新能

力，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看法高度一致，第二、三位能力重要性的排序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毕业生第二看重

的表达能力，用人单位排在第五；毕业生第三看重的学习能力，用人单位排在第七；而用人单位第二看重

的团队合作能力，毕业生排在第五；用人单位第三看重的组织能力，毕业生排第七。其二，各专业能力需

求比较分析。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看法：工商管理专业基本一致，特别是前三项完全相同，为组织与协

调能力、计划与控制能力、营销管理能力；市场营销专业也基本一致，前三项都包括营销策划能力、市场

调研能力和业务谈判能力；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略有差别，排在前三位的，前者依次是人力资源规划能力、

员工培训能力、人员关系管理能力，而后者依次为人员关系管理能力、员工培训能力、员工招聘能力。

２　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形式多样，但收效不太理想，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１）实践能力定位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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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有效的校企沟通，实践教学没有以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科学平衡和充分地设置培养学生职

业岗位技术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实践应用课程，从而无法全面系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各项素质。２）实
践导师缺乏。实践教学任务往往是由理论教师兼任，而部分理论教师根本就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实践的

流程、规则等不明确，从而导致实践教学流于形式，不能很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学生也因此对实践课程不重

视，实践课程流于形式。３）校企合作难以落实。虽然调查中绝大多数企业愿意接收实习生，但由于班级人
数太多、流动性大以及保密制度等，要将学生安置在企业里全面参与实践经营活动，落实往往有一定难度。

４）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不完善。学校对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形式单一，主要以学生的实习报告为依据，缺少
科学、合理的标准，使得实践教学质量受到极大影响，实践教学水平评价困难。

３　工商管理实践教学改革策略
３．１　以真正的市场需求为目标，准确定位工商管理专业实践能力

在实践教学中，通用能力的培养以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能力为主要目标。在专业能力方

面，工商管理主要以组织与协调能力、计划与控制能力、营销管理能力为目标；市场营销专业主要以营销

策划能力、市场调研能力和业务谈判能力为主要目标；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主要以员工培训能力、人员关

系管理能力和员工招聘能力主要目标。这样定位的目标既适应企业的需要，也是毕业后学生真正需要

的能力。实践课程的内容设计、组织形式、考核等都可以提高学生上述能力为目标而展开。

３．２　加强实践导师队伍建设，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实践教学
加强实践课导师队伍建设，一方面是走出去，老师走进企业，参与企业项目或企业顶岗，真正提高

实践指导能力；另一方面是请进来，聘请知名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兼职担任，他们长期工作在经营管理

一线，实践经验丰富，对学生提出的实践问题可以更细致地解答，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知识和能力。对

于学生要积极引导，在实习之前做好充分的实习动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实践活动中，加强对学生的

考勤，使学生坚持全程参与实践活动，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必要的支持。

３．３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基于学生到企业参与实践难以落实的原因，必须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一是建立多元化的实习基地，

分班级分批次走进企业，而不是整个年级同时进入企业实习，降低企业接收难度；二是加强项目化的校

企合作模式，现代企业经营更多是以项目的形式开展的，有些项目学校和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将企业项

目引进校园，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３．４　改革实践教学考核方式
不同的实践形式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宜对学生的实践成果实行多元化考核。其一，以任务为导向，

实践要求个人完成一项任务的，根据个人任务完成情况考核，进行成绩评定；团队合作形式的，以个人在

团队中承担的任务完成情况和整个团队任务完成情况结合进行考核；校外实践引入企业导师考核评价，

作为成绩参考依据。其二，成绩评定标准，由指导老师、实习企业导师及学生个人的评分各占一定权重

综合评定。其三，考核内容包括现场操作、答辩、项目策划、实习报告、工作成效等。此外，对于实践环节

表现突出、有创新成果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提高实践的积极性。

实践教学是工商管理专业教学环节中重要的一环，以企业和学生需要的能力设置实践内容和形式，

通过走出去、引进来两种方式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创新项目式校企合作模式，选用多元化实践

教学考核方式，学校、老师、学生、用人单位共同努力，能够培养市场和学生都满意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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