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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模式研究 ①

———以“薪酬管理”课程为例

张笑秋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以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为理论基础，以课程教学的进程为主线，以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薪酬管

理”课程为例，构建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模式。在课程导入阶段，同时引入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课程展开

阶段，先实施理论教学，后实施实践教学；在课程复习阶段，以实践教学总结理论教学，使两类教学同时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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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是贯穿高等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基本矛盾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有

效开展专业教学的关键［１］。实践课程一般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独立的实践课程，没有理论课程与之

对应，如专业实习、暑期社会实践；二是与理论课程对应的实践课程，该类课程一般兼具理论性与实践

性，其课程安排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部分。当同一门课程既设置理论教学又设置实践教学时，二

者如何互动，以合理利用教学时间与提高教学质量，成为此类课程教学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构建课程教学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模式应以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为前提。因此，

本文根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理论关系，以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课程“薪酬管理”为例，按照课程

教学的阶段，尝试构建同一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模式，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良性互

动，以提高学生理论知识掌握度与运用理论知识进行实践的能力。

１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分析
理论教学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是教师讲解与传授知识、学生消化吸收知识的过程［２］。实践教学

则以教师为指导，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处于主动参与的地位，通过高智力投入、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以及有

目的的现场体验，理解知识、发展技能、提升能力［３］。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内涵来看，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学目的存有差异。理论教学以传授理论知识为宗旨，实

践教学则以运用知识、发展技能与提升能力为目的。第二，教学方式不同。理论教学更多使用课堂讲授

的形式传授知识，实践教学更多通过动手、动脑等参与的方式提升知识运用能力。第三，教师与学生在

不同的教学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教师在理论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实践教学中则居于指导地位；学生

在理论教学中是接受知识的一方，在实践教学中则位于主体地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存在差异的

同时，还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理论教学中传授的知识是对实践的高度抽象，可指导实践教学，而实践

教学本身应该而且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实践教学可为完善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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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提供良好契机。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差异要求同时开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联系要求

在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课程教学中同时关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因理论教学对实践教学的指导性，

应先开展理论教学，再开展实践教学；因实践教学是完善理论教学的契机，故应从实践教学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在完善实践教学的同时完善理论教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这一联系在课程教学的不同

阶段应有不同的体现。

２　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模式构建
２．１　课程导入阶段：同时引入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紧密联系要求在课程导入阶段，同时引入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同时安

排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课程中，一般先展开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的第一次课，可视为该门课程教学的

导入阶段。在引入课程理论教学的内容体系与逻辑关联时，应同时引入本门课程实践教学的内容、要

求、形式、方法与进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共同引入，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本门课程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的目的、内容与学习方法，还有利于学生明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逻辑关联，在学习理论知识

时联系实践教学的内容与要求，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归纳、深化与运用理论知识，为保障教学质量奠定

基础。

以薪酬管理课程为例，在第一次理论教学课堂上，教师应首先厘清本门课程的内容与逻辑体系，再

安排实践教学。本门课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薪酬管理的基础理论与薪酬管理的重要决策。其中，薪酬

管理的基础理论包括薪酬与薪酬管理、战略性薪酬管理，薪酬管理的重要决策包括薪酬体系决策、薪酬

水平决策、薪酬结构决策与薪酬管理政策决策［４］。薪酬与薪酬管理、战略性薪酬管理是本门课程的基

础，解决什么是薪酬、什么是薪酬管理与为什么学习薪酬管理等基础性问题。薪酬管理的重要决策是薪

酬管理课程的核心，解决怎样实施薪酬管理这一重要问题。

在介绍完课程的理论体系后，随之安排本门课程实践教学的要求、内容、形式、方法与进度。实践教

学要求一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课程教学大纲出发，对实践教学的总体要求。以薪酬管

理课程为例，与之配套的实践教学的总体要求是掌握薪酬管理课程的理论知识体系，初步具备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薪酬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对实践教学结果的要求，如内容的完整性、

匹配性与表达的规范性等。内容应选择课程中具有操作性且又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薪酬管理课程中，

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是为某一公司或某一岗位类型设计薪酬制度，薪酬管理的基础理论应内化在背景

与设计思路里。从目前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包括实验、实习、工程训练、实训、社

会调查与课程设计等，应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与课程特性匹配的形式。在薪酬管理课程中，应优先选择课

程设计式，以设计某一个公司或某一职位类型的薪酬制度为主题。方法主要有三种：个体完成、分组完

成或二者结合，选择个体完成与分组完成相结合的方法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锻炼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可作为优先选择的一种方法。进度安排的重点是实践教学如何与理论教学配合，一般是完成理

论教学后，随即开展相应的实践教学。

２．２　课程展开阶段：先实施理论教学，后实施实践教学
在课程导入阶段后，将进入课程教学的主体阶段———课程展开阶段。不管是根据我国的朱子读书

法，还是根据美国的加涅学习阶段理论，知识的获得均先于实践［５］。同时，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联系

显示：实践教学需要理论教学的指导。故在课程展开阶段，应先实施理论教学，再实施实践教学。在理

论教学中，讲授某一理论知识后，随即实施相应内容的实践教学。

在薪酬管理课程教学的展开阶段，讲解薪酬管理的基础理论后，安排、指导学生分组并构建拟建立

薪酬制度的背景。在学习薪酬体系的理论知识后，组织学生根据本组构建的背景，结合学生的特点，建

议选择对实践经验要求相对较低的职位薪酬体系，进行标杆职位的职位评价，并建立职位等级结构。在

讲授完薪酬水平的理论知识后，安排、指导学生进行课程设计中有关岗位的薪酬调查，结合背景，选择薪

酬水平政策类型，确定标杆职位的薪酬中值。在讲解薪酬结构后，指导学生将薪酬体系与薪酬水平结合

９４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起来，运用薪酬结构设计的基本原理，建立与背景一致的薪酬结构。在学习绩效奖励计划、员工福利与

特殊员工群体的薪酬管理后，指导学生设计基于岗位差异的薪酬构成、绩效奖励种类、员工福利种类与

水平。在讲解薪酬的日常管理如预算、控制、沟通与支付后，要求学生反观本组已经完成的薪酬设计，判

断本组设计是否进行了有效的薪酬控制、是否考虑了更具激励性和有效性的薪酬沟通与支付。薪酬预

算在学生初次设计时，可直接规定总量，由学生根据薪酬管理的目的进行分配。最后，在学习完薪酬制

度的内容与撰写技巧后，要求学生将已经完成的薪酬设计转换为薪酬制度。

２．３　课程复习阶段：以实践教学总结理论教学，共同完善
一般而言，课程教学的最后两次课或一次课为复习阶段，在复习阶段，因为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

强化与巩固，也是检验理论教学的手段，故应以实践教学成果为基础，归纳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存在的

问题，共同完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以持续提高教学质量。

以学生提交的《薪酬管理课程设计》为例，该设计本身可能在思路、内容与表达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思路方面，作为初次设计薪酬制度的学生，极有可能思路不清晰，例如，不同部分存在混淆，内容与背

景不一致，不同薪酬构成部分的依据略显凌乱，基本薪酬使用多种依据时，未进行有效整合，结果与步骤

之间存在混淆。在内容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可能是不完整，如缺少职位等级结构，导致薪酬体系与薪

酬结构脱节；未考虑新进员工的定岗定级及其试用期薪酬管理，使薪酬制度存在空白。在表达方面，可

能主要存在三类问题：用语不专业、表达模糊与排版不够美观。

实践教学成果本身存在的问题不仅可直接反应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还可间接反映理论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以《薪酬管理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为例，上述问题反映实践教学中存在实践教学安排

不完善、教师指导不到位、学生理解不完整甚至不准确等问题。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延伸，上述问

题还间接反映了薪酬管理课程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教师对紧密联系的知识点的关联性讲解不够

深透，学生对课程知识体系的把握不够完整、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

针对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提出完善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对策，为后续教学质量

的提高奠定基础。例如，上述薪酬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通过优化实践教学进度安排、采取

多种指导方式、加强与学生的沟通等途径得以解决。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强化知识联系点讲

解、深透分析核心概念等途径解决。不同学生在完成实践教学成果时，存在的问题不同，据此反映的实

践教学问题与理论教学问题也不同。但相同的是，实践教学成果可以反映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为二者的共同完善提供契机。

３　结语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良性互动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课程中十分重要，二者的良性互动，既需

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实践的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既有差异又紧密的联系使二者需要互动，理论

教学可以指导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可以检验理论教学的联系使二者在理论上存在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构建具体的互动模式还需要高校教学实践的探索，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理论关系运用在高校兼具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课程教学中，要求课程导入阶段共同引入、课程展开阶段先理论教学后实践教学、课

程复习阶段以实践教学总结理论教学并得到共同完善。这一互动模式可较好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

标，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专业技能和与人合作、沟通等具有普适性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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