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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在企业伦理课程中的应用 ①

李利霞，黎赔肆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在论述体验式教学与企业伦理课程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故事讲授、多媒体的利用、案例探讨、团队授课等若
干适用于企业伦理课程教学的体验式教学方法，总结出体验式教学方法在企业伦理课程运用中应注意的要点，以期能促

进企业伦理教学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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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体验式教学概念
体验教育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卢梭、杜威、皮亚

杰、库伯等人的教育思想之中。其中，杜威放弃实验室的

研究方法，而把真实的学校生活作为研究对象。他反对

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而主

张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活动为中心、经验为中心［１］。体

验式教学是指学生通过亲自操作和体验而获得知识和掌

握技能的一种教学方式。建构主义是体验式教学的理论

基础。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以自己

的经验为基础来理解或者解释现实世界。由于人们的经

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其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迥

异［２］。学习是知识的建构，是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那么

教与学就不能只是知识的简单传递与被动接受，而应该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其主动参与，形成对知识与价值观的

理解并最终加以践行。

２　企业伦理课程特点
企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企业道德。广义的企业道

德是指导企业经营活动参与各方行为善恶的标准；狭义

的企业道德是指导企业及其成员经营行为善恶的规范。

高校开设的企业伦理学都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企业

伦理课程的内容包括以下模块：企业伦理推理、企业经营

中的伦理问题以及企业伦理决策。企业伦理推理主要介

绍西方的伦理推理依据：结果论与道义主义，当然也介绍

了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有不同

的展开方式：如按人己关系展开、按企业职能展开，等等；

企业伦理决策主要探讨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

伦理的决策。企业伦理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向学生

呈现企业在经营中出现的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让学

生理解企业伦理推理逻辑，能在企业经营案例中，运用这

些逻辑对案例进行伦理层面的分析判断；在以后的商业

活动中，不仅只考虑决策的经济性，也要考虑决策的伦理

性，也就是说，在以后企业经营过程中制定出符合伦理的

决策。

这门课程的难度在于，绝大数学生的道德水平与价

值观在上大学前已经形成，学生已有的道德发展水平与

价值观对伦理推理逻辑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强烈影响

着其对这门课程的认同与接受程度。如果教师只是一味

地传授与灌输某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与学生的价值

存在着不一致性，学生便会产生质疑、冲突甚至公然反

对。而体验式教学则是通过设置一定的情境，使学生将

已有的价值观与新知逐渐衔接、贯通，通过学生自身的感

悟和反思，不断生成新的道德境界，并最终体现出应有的

行动。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传输式的教学方式，体验式教

学方式更适合企业伦理的教学。

３　体验式教学在企业伦理课程中的应用
近年来，体验式教学在我国基础教学中被广泛采用。

如中学的语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体育；大学中的医

学领域、英语教学；也有文献论述了体验式教学在经管类

课程中的运用。如王昌论述了建构主义体验式教学在现

代管理类课程中的实践；鲍林论述了体验式教学在市场

营销教学中的应用［３］。但鲜有文献研究体验式教学在企

业伦理课程中的应用。笔者多年从事企业伦理教学，总

结出体验式教学在企业伦理课程中的如下运用途径。

３．１　运用故事———创设生活情境
在企业伦理学这一课程中，有些内容是比较抽象的，

如伦理推理的逻辑或依据。如果教师开门见山地向学生

介绍边沁、康德这些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虽然高深，

但学生可能会觉得枯燥、晦涩，甚至认为伦理原来是离自

己的生活这么遥远的事情。但通过讲故事（当然这故事

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的方式，创设生活情境，

效果就不一样了。在这个情境中，行为主体有不同的行

为选择，然后引导学生从伦理的角度对故事主人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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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讨论与评价。每个学生的答案其实已经折射出了

自己的伦理观。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不是强硬地灌输，而是让学生自己在生活情境中感悟。

在后来学生所写的课后心得中，很多学生认为，这样的课

给自己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因为这样的课堂让他们体验

到伦理思想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远没有开始想象的那样

高深而遥远。学生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些观念不

是强加给他们的，而是他们自己在生活的情境中体验、感

悟、归纳总结而来。

３．２　利用多媒体———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多媒体技术可以通过图片、声音、动作等元素最大限

度地调动学生的感官，尤其是视频的合理使用，会使学生

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体验。这些体验会带来以下好处：

首先，如果一节课下来，学生面对的都是语言或文字，则

容易产生厌倦感，适当的视频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主动性，使他们能更好地参与课堂；其次，有些精

选的视频材料既具有经典性又是当前大家都关注的社会

热点问题，这些视频不但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促

成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再次，有些经典的电影很好地

反映出了企业在经营中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存在的伦理

问题。电影因为具有跌宕的情节、强烈的感情性而会使

观看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而留下长久的思考空

间。总之，合理的视频材料会触动学生内心深处的体验。

他们在体验中震撼、反思、评判，最终致使其思考能力与

抉择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３．３　案例探讨———在互动中不断探究
进入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这一模块，学生已经掌

握了企业伦理的基本概念及伦理推理逻辑，而且这一模

块的内容与实践紧密联系，因此，案例教学法在这里必不

可少。教师应精心编制、选择案例，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理

论，对真实的企业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分析与评判。

在案例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会认真地聆听其他同学

的意见，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他们在互相交流、讨

论、探究甚至是互相争执的过程中，分享着彼此的体验、

感受与思维，这些感受与思维的碰撞与交融，最终都是对

学生自身心理与思维的一种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学会了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学会了从伦理的角度去评

判一种行为，增强了学生对商业伦理问题的敏感度、思

考、推理判断以及选择能力。同时，在案例教学中，学生

会对受到企业不伦理经营影响的人们深表同情、对被破

坏的环境扼腕叹息，对做出不伦理经营的企业和个人报

有强烈的不认同甚至是道德上的谴责，其因为不伦理经

营而导致的业绩下滑甚至是破产的教训（如美国的安然，

国内的三鹿等）能使学生印象更加深刻而持久。反之，对

那些拥有良好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或个人，学生又表

达出强烈的尊重与崇拜，以致将其作为效仿的对象与

楷模。

３．４　团队授课———促成课内外结合，形成学用融合的
效果

在这一环节中，学生按照自愿的方式组成不同的小

组或者团队，每个团队负责讲授教材中的某一小节内容。

为了讲授这一内容，他们必须完成很多准备工作，如到实

践中调查、采访、甚至是视频拍摄；上网查阅相关文献与

资料；ＰＰＴ制作以及上课前的演练等。每个组在完成内容
的讲授后，其他组都会给予他们相应的评分。这个评分

会成为其这一课程最终成绩的一部分。因此，每个团队

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环节。

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有些

进行社会采访，有些上网查阅相关案例，有些认真阅读相

关文献，他们将实践与理论相互融合，用理论来分析实

践，最终理论又在实践的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一过

程中，他们学会了团队内部互相分工、互相协作的精神；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团队间的竞争，也学会了相互

间的欣赏。在互不服气、互相较量又互相欣赏与赞扬的

氛围中不断学习，也不断完善着自己。

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曾说过：“我听到了，我忘记了；我

看到了，我理解了；我做过的，我记住了。”在若干年后，也

许他们会忘记曾经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一

定不会忘记，他们曾经在企业伦理学课上的投入：从资料

收集，到课件制作，再到上台展示，虽一路艰辛但伴随着

的却是一路收获。伴随着这种深切的体验，或许他们在

以后的从商路上，在面临决策时，企业伦理将成为其考量

的重要依据之一。

４　体验式教学在企业伦理课程中应用的注意点
企业伦理教育目标，一般都认为可以细化为认知、态

度和能力３个方面，即对商业伦理基本内涵的理解、对商
业伦理问题的敏感度和关注度以及对商业伦理问题的思

考和推理判断能力。体验式教学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

主体地位，在调动学生知、情、意、行的基础上，很好地实

现了企业伦理教育的上述目标。但体验式教学在企业伦

理课程中应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体验式教学有很多方法，除了文章阐述的几种

外，还有游戏法、角色扮演法等等，每一种方法都必须依

据教材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具体实施。

其次，在具体实施体验式教学方法时，还应注意以下

两点。（１）采用体验式教学法并不是完全摒弃传统的传
授式的教学法。如对于整门课程知识体系的架构，某些

知识点的把握，以及知识点间的关联，都必须有赖于教师

利用传统传授式教学法的梳理、归纳与整合。因此，企业

伦理学课程教学的良好效果将有赖于传授式教学与体验

式教学的有效融合；（２）在实施体验式教学方法时，有赖
于教师“度”的把握，如对内容的选取、时间的分配、教师

引导的方式、学生讨论的程度、最后的总结与升华等等。

只有教师做到张弛有度，学生才会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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