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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Ｌ在工商管理类信息化
系列课程中的应用与探索 ①

江其玟，姜凯心，陈吉凤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是一系列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很难达到良好的
教学效果，无法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通过分析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特点，引入 ＰＢＬ教学法，在此基础
上以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为例，运用ＥＲＰ沙盘模拟和实践，将ＰＢＬ进行了具体的教学应用，旨在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
独立思考的能力，满足社会对综合性管理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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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ＰＢＬ教学法概述
基于问题的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ＰＢＬ）起源于国外医学教育，最早于１９６９年由美国的神经
病学教授Ｂａｒｒｏｗｓ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ＭｃＭａｓｔｅｒ）大
学首创。此后，ＰＢＬ教学方法在国外得到了快速发展，通
过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运用与完善，广泛应用于多

个学科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和

工程学等，并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认可。

ＰＢＬ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导
向的一种学习方法，强调对学生进行启发式的教学，以培

养学生自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１］。它将学习置于具

体的问题情境中，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来共同解决

复杂的问题，从而学习并掌握问题背后的知识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相比，实现了以

下三个方面的转变：教学主体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

生为中心”的转变；教学目的从“重知识传授”向“重能力

培养”的转变；教学方式从“课堂讲授”向“小组合作解决

问题”的转变，通过学生自学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小组教

学法，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２］。

２　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特点
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融合了工商管理和计算

机两个大类学科的内容，是交叉型、边缘性和专业性的系

列课程，具有一定的教学难度，该系列课程主要有以下３

个特点。

２．１　综合性和复杂性
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是集计算机技术、信息

处理技术和工商管理专业知识于一体的系列课程，涉及

知识面广，综合性较强。计算机基础课程包括计算机软

硬件基础、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基础、计算机网络、多

媒体技术基础和信息安全基础等内容，管理信息系统课

程包括了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应用系统（层次、职能、组

织和决策支持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开发过程及运作管理

等模块。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广泛涉猎各个学科

的内容，掌握大量抽象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对于工商管理

类专业学生而言不仅综合性强而且比较复杂。

２．２　应用性和实践性
工商管理类信息化课程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它不

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课程，同时要求学生有较强

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进行管

理信息系统的操作应用及公司的模拟实践等活动，熟悉

相应的软件，如ＥＲ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企业资
源计划系统）、ＨＲ（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人力资源）、ＣＲ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客户关系管理）等等，
在解决管理问题时强调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实践的重要

性，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加深理解。

２．３　控制性和自主性
信息化系列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应以管理需求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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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不同于计算机专业所学的内容，更没有那么深奥，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好两个学科之间的衔接，避免过

多的倾向于信息技术知识。工商管理类学生虽然有初步

的网络和计算机操作的知识，但是并没有真正掌握信息

技术的实现原理，工商管理类学生大多是文科生，也有少

部分理科生，他们对于信息技术的学习往往由于教学中

会出现数学公式和模型，从而在心理上出现为难和抗拒

情绪。所以知识传授的深度是工商管理类信息化课程教

学要重点关注和控制的主要方面。工商管理类学生必须

要有希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渴求和愿望，才能全身心

投入到该类系列课程的学习中，因此自主性在信息化系

列课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上述特点，本文在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

中引入ＰＢＬ教学法，充分利用 ＰＢＬ教学法“以学生为中
心”“重能力培养”“小组合作解决问题”的优势，与该系

列学科特点紧密契合，发挥 ＰＢＬ教学法在工商管理类信
息化系列课程中运用的显著优势。

３　ＰＢＬ在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中的应用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室是江苏省教学实验示

范中心，为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的教学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和保障。本文以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为例，运用

ＥＲＰ沙盘模拟和实践（又称企业经营实战训练），探讨
ＰＢＬ在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中的具体应用。

学生借助ＥＲＰ沙盘模拟经营一家公司，５～６位同学
一组，每人分别扮演 ＣＥＯ（总裁）、ＣＦＯ（财务总监）、ＣＯＯ
（运营总监）、ＣＭＯ（市场总监）、ＣＩＯ（信息总监）、ＣＧＯ（公
关总监）等，小组成员各负其责，共同完成原材料采购、产

品生产、产品销售、广告投放、寻找市场机会、财务预算和

管理、策略制定从而实施全面的运营管理，通过案例剖析和

数据分析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在企业

经营实战训练过程中掌握所学的管理和信息方面的知识，更

加深刻地意识到信息技术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以下采用沙盘实训中的一个教学案例来阐述 ＰＢＬ教
学方法的具体应用。在本案例中，企业是一家电子公司，

主要生产 Ａ、Ｂ、Ｃ和 Ｄ四种电子产品，有本地、区域、国
内、亚洲和国际五个市场。

在ＰＢＬ教学过程中，将 ＰＢＬ的教学方法分为以下五
个步骤进行，分别为：创设问题情境、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解决方案展示和评价总结。以下分别从这５个步骤
进一步阐述。

３．１　创设问题情境
在ＰＢＬ教学中，“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有价值的问题

是ＰＢＬ教学法有效实施的关键。好的“问题”可以产生新
奇的教学信息，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

在这一环节沙盘实战训练课程中提供了以下问题情

境，如表１所示。

表１　某珠宝公司运营状况表

项目 状况

现金 ２４Ｍ

短贷 ０Ｍ

长贷 ２０Ｍ（１Ｙ）＋８０Ｍ（２Ｙ）＋４０Ｍ（４Ｙ）

厂房 大厂房＋中厂房（租用）

产品 Ａ、Ｂ、Ｃ、Ｄ

生产线 手工线２，全自动线４，半自动线１

市场 本地、区域、国内、亚洲

ＩＳＯ ＩＳＯ９０００

库存 Ｍ１（１）、Ｍ２（３）、Ｍ３（２）、Ａ（１）、Ｃ（２）

在制品状态 手工线２（Ａ）、半自动（Ａ）、全自动（Ａ、Ｂ２、Ｃ）

净利润 －１８Ｍ

所有者权益 ０

　　其中：Ｍ是指１００万人民币，Ｙ是指年份，Ａ、Ｂ、Ｃ、Ｄ是指四种

不同的电子产品。

３．２　分析问题
有了问题情境之后，需要对问题进行分析。即：需要

解决什么问题？在这个阶段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问题

的分解和整合。根据以上问题情境，由教师逐层引导，学

生分析得出：（１）生产方面，一方面，其生产线不够先进，
仍保留手工线从而限制其生产能力，导致产能不足；另一

方面，由于生产总监计算不够精确，导致库存原材料，占

用资金；（２）财务方面，公司背负１４０Ｍ的长期贷款，产生
巨大的还款压力；（３）产品方面，另外产品品种较多没有
明星产品，导致无市场竞争力；（４）总体上，从该公司所有
者权益为０可以看出，其已经濒临破产，公司面临着较大
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３．３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ＰＢＬ教学法的核心环节。在本环节中，

将全班学生分为６组，每组５～６人，分别担任上述角色。
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通过预测市场、改造生产、融通资

金等决策来经营该濒临破产的公司，小组成员进行沟通、

协商，模拟企业运作的每一年都召开公司会议、讨论企业

的发展方向、制定企业的战略规划，通过三年的运营，有

的小组彻底破产，有的小组起死回生，有的小组举步维

艰，但尚能维持经营，无论是什么结果，学生们都在模拟

挽救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所学的

各类管理知识和信息技术，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现金为

王”、“信息就是企业的生命线”等现实问题。

３．４　解决方案展示
在公司经营三年之后，每个小组展示运营公司最后

的经营状况，及在三年内公司的经营过程与决策。每组

的ＣＦＯ介绍公司的财务状况；ＣＭＯ介绍公司市场情况及
广告费的投放；ＣＯＯ介绍公司生产状况及产品情况；ＣＩＯ
讲解公司信息获取方面的途径及结果；ＣＥＯ结合公司整
体发展，综合分析公司的运营过程并进行总结汇报。通

过解决方案的展示，让同学们互相了解其他公司的经营

状况，互相吸取经验教训。

３．５　评价总结
期末结算经营业绩，根据经营实战演练综合评分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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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２所示。
总分＝所有者权益（１＋Ｇ／１００）
其中：Ｇ为表２中所有项目之和，进行评分排序，获得

最高分者为企业运营良好，对表现良好的小组给予一定

奖励以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犯下的决策性错误，有

针对性地评析，并结合现实中的企业案例给出结论，由学

生反思，进而修正决策，继续演练。学生在警醒中得到了

实用的决策技能。教学过程中既要允许学生犯错误，也

要引导学生反思错误，总结经验教训［３］。通过循环的犯

错与修正达到学习的目的。在此环节中，教师需要充分

发挥其“引导”作用，对于提高ＰＢＬ的教学质量尤为重要。
表２　综合项目评分表—Ｇ

得分项目 Ｇ（分）

市场开拓 区域（１０）＋国内（２０）＋亚洲（２５）＋国际（２０）

产品研发 Ｂ（１５）＋Ｃ（２５）＋Ｄ（３５）

负债
短贷（短贷数值）＋长贷（长贷数值）＋高利
贷（高利贷２）＋应付账款（负值）

市场排名 Ａ＝３，Ｂ＝５，Ｃ＝８，Ｄ＝１０

ＩＳＯ认证 ＩＳＯ９０００（５）＋ＩＳＯ１４０００（１０）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

生产线
手工线（５／条），半自动线（７／条），全自动／柔
性线（１０／条）

速动资产 速动资产＝现金＋应收款＋存货／２

４　ＰＢＬ在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中的改革
基于工商管理类信息化课程的特点，将 ＰＢＬ的教学

方法运用其中，能够显著地改善教学成果。在课程改革

和探索的过程中，要想最大限度的发挥 ＰＢＬ教学法的优
势，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两点问题：

４．１　挖掘有价值的问题
ＰＢＬ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问题”的

设计对于ＰＢＬ教学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这个问题要
有针对性、开放性和代表性，既要符合课程的教学目标，

又要与实践场景相联系，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

本文在挖掘有价值问题方面设定了一个濒临破产公司的

问题“情境”，让学生以此为出发点，身临其境，设身处地

的去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旨在通过问题的设计，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主动思考、深

入研究，通过资料的收集和自身思维的加工以及团队的

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从而达到 ＰＢＬ教学法
的初衷。

４．２　教师角色的转变
在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中，教师是教学过程

中的主导，是教学环节的核心。在ＰＢＬ教学方法中，教师
应该转变角色，不再只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教学过程的

组织者、促进者和解疑者以及总结阶段的评价者和引导

者。基于角色的转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

几点：（１）转变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在自主
学习和团队合作过程中完成问题的解决和知识的获得，

如在沙盘实训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提醒学生，如果这个时

候采用管理信息系统，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财务在

做预算的时候、生产在做产能计算的时候、市场在做未来

预测的时候，如果有信息系统的辅助，预算将更加明确和

可比，产能计算将不再那么繁琐，市场预测也将有据可

依；（２）提高专业素质，全面把握知识的体系与架构，提出
有价值的“问题”，提高对于ＰＢＬ教学法的整体驾驭能力；
（３）企业家进课堂，让具有企业管理实战经验的企业家同
教师一起担任教学的指导者，从不同的角度实践 ＰＢＬ教
学方法。

尽管ＰＢＬ的教学方法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有较长
时间的应用，但是在工商管理类其他信息化课程中的实

践还刚刚起步，目前已经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激

发探索精神方面显示出了其巨大优势。与此同时，也得

到了学生的认可和喜爱，其显著提高了学生上课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普遍反映收获颇丰。因此，

对于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进行 ＰＢＬ教学法的改革
和探索具有一定的教学指导意义。

５　结　语
ＰＢＬ具有整合性、相关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它可以将

学习变得人性化、情景化和趣味化，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帮助学生认识到应用能

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等

方面的不足。本文通过沙盘实训中的一个具体案例来阐

述ＰＢＬ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从创设问题情境、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展示到评价总结，按照 ＰＢＬ教学
法的思路，充分挖掘有价值的问题，阐述教师角色的转

变，ＰＢＬ教学方法在管理信息系统的沙盘实训中运用得
恰如其分。

综上所述，ＰＢＬ的教学实践是有价值的、具有深刻意
义的尝试。通过对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的改革，

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计划，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提高教学质量。本文仅仅是对该类课程改革的一

个初步探索，未来更好的实践 ＰＢＬ教学法仍需要解决一
些的问题，比如完善教学资源、更新师资队伍、编写 ＰＢＬ
配套的教材和案例等等。ＰＢＬ教学法作为一种以问题为
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在未来

工商管理类信息化系列课程的改革进一步的实施过程

中，将取得更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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