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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经济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综

合素质的竞争。在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成为

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作为本科教育中经济类专业

和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的人力资源管理

课程，对培养符合办学目标的合格人才有着重要的

作用。近年来，国内高等教育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

断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对于大部分普通本科院校，

尤其是地方性本科院校而言，人才培养的目标已经

从培养学术型人才转变为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应

用型专门人才[1]。这就意味着经过四年象牙塔教育

的毕业生只有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和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实训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才市

场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从课程性质来看，人力

资源管理课程是一门既有理论性，同时实践性又很

强的管理类课程，而作为一般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本

科生普遍存在缺乏工作经验、历练和实践能力，学

生比较单纯的生活和较为狭窄的知识面使其难以

对书本上抽象的理论进行很好地理解与把握。因

此，不管是从专业特性还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

讲，对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加

以创新，重视对学生操作技能的培养和管理技能的

锻炼，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沟通技能以及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有着现实实现充分就业的

必要性和长远的人才发展战略意义。

二 人力资源管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应用能力差。人力

资源管理课程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教师在教学中

往往侧重所传授的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理论

性，而对理论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重视不够。其主

要原因在于教师大多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主要

采取的是教师讲、学生听的“一言堂”授课方法，这

种模式在教与学之间的沟通上几乎是单向的和被

动的。尽管，有些教师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增加

了一些案例分析，但是由于自身对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的教学方法知之不多，缺乏实践训练，实践知识

与实践经验不足，故课堂教学只能停留在对一般性

理论知识的讲授上。总的来说，是强调知识的传

授，忽视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强调理论教学，忽

视理论的实践和应用。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

不高，对于将理论知识如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更

是感到无所适从[2]。

（二）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学生参与程度低。随

着多媒体和电化教学的逐渐普及，使用计算机、投

影仪、音视频设备辅助人力资源管理教学的教师越

来越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学方法单一的本

质，只是外在的形式从原先的写黑板变成了播放幻

灯片上的讲义，教学方法仍以传统的教师系统讲授

为主，照本宣科变成了照屏宣科，缺乏实质创新。

虽然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提高课堂提问的

频率，促使学生主动思考，但是大部分就事论事，缺

乏提问的开放性和系统性以及对知识面的拓展，忽

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

习和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热情。学生往往抬

着头、头脑空空记笔记，老师低着头，照本宣科念教

案，课堂气氛沉闷乏味，难以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

兴趣。那么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到的只能是

“死记硬背”的知识，而不是“学以致用”的能力，出

了校门，又还给了老师。

（三）教学内容陈旧俗套，学生“被逃课”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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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性相结合的特点，同时其丰富的实践内容与

大学生所关心的职场、就业等话题紧密关联。但是

在当前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中，老师对课程内

容的更新重视不够，对学生的需求和特点的了解把

握不准，导致教与学两个方面目标不统一。老师教

的内容学生不爱听，学生想学的内容老师不了解，

再加上师生之间缺乏良性的沟通交流机制，学生往

往被动逃离课堂，向社会、向实践求知寻道。比如

很多学生不上人力资源管理课，但会去参加助理人

力资源管理师的证书培训和考试，还有的学生“不

务正业”地参加各种比赛如创业计划大赛、商务谈

判大赛、案例分析大赛等，提高自己进入职场的竞

争力。说明现在的高校学生已经今非昔比，独立和

竞争的意识和非常多元的信息来源让他们成长速

度很快，如果教师不能够与时俱进，与学生共进，那

么就会陷入“孤家寡人”站讲台的境地。

三 人力资源管理课堂教学的创新模式
（一）角色扮演法，也叫情境模拟法，是在课堂

上模拟一个真实的工作场景中，让学生扮演其中的

某种角色，身临其境，模拟性地处理工作事务，从中

学习和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及实践方法，来测试

学生与对所模拟角色的工作职责和职场位置的把

握，使其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和权变思维

有亲身的体会，从而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参加工作

后灵活应变各种问题的能力。角色扮演法强调教

学过程的设计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通过不同情

境设计、人物对话、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学生的能力

发展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情境模拟法缩短了学生

与社会的距离，情境的逼真与角色的进入，不仅使

学生的思维、技能、表达以及运用等各个方面的能

力得到提高，而且使学生的心理素质得到训练，增

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在讲解绩效管理

中的绩效反馈、员工劳动关系中的离职面谈，招聘

中面试技巧的运用等都非常适合采用角色扮演

法。具体来说，绩效反馈和离职面谈，教师先设计

好面谈的脚本，让所有学生对模拟的情境、角色和

关键问题都能有一定的了解，接下来随机挑选两名

学生分别让其扮演管理者与需要绩效反馈和离职

面谈的下级，就绩效考核反馈和与之对应的人事调

整方案来对话，然后角色对调，再进行一轮，最后教

师总结点评。通过角色扮演和角色互换可以使学

生真正体会管理者与被考核者之间沟通方式和处

理问题的不同角度，培养换位思考的意识和有效沟

通的能力。再比如招聘和甄选一章，可以在课堂上

现场模拟招聘面试过程，让学生先分成若干个小

组，进行分组对抗。具体来说：首先在讲解了招聘

面试的主要理论后，让学生组成不同的案例小组展

开讨论，每一个小组虚拟组建一个公司并制定人员

需求岗位和招聘方案；同时各组学生制作自己的个

人简历和求职材料，准备参加其他小组招聘；然后

所有小组发布公司简介和招聘启事，并抽签决定两

两分组对抗形势；最后每两个对抗小组相互交换个

人简历和求职材料，各自进行简历筛选和选择面试

人员，展开角色互换的两轮面试[3]。在招聘模拟中，

双方涉及招聘现场设计、简历制作与筛选、仪容仪

表、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对抗，冲突结果会影响到招

聘最终效果。尤其是完全仿真的多种形式的面试

过程，比如一对一面试，一对多面试，多对一面试等

轮番上阵，会让学生在虚拟现实的场景中体验招聘

方和求职者的双重角色，对招聘面试的理论知识能

够理解的更加深刻，并转化为求职经验为以后真实

应聘做好准备。

（二）无领导小组讨论。所谓无领导小组讨论

是一种不指定主持人或小组组长的讨论形式，在讨

论时不布置议题和议程，更不提任何要求，只发给

一个简短案例，其中隐含着一个或数个待决策和处

理的问题，以引导小组展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

设2到3名观察员，由学生担任。观察员不出面、不

干预、让讨论完全自由进行，在讨论结束后考察小

组成员根据小组成员的表现和所起作用综合考评

每个人多方面素质和能力。在使用这种方法做案

例分析时要注意时间的控制和把握，除此之外，在

整个讨论中观察员不要说话、也不干预，不管是遇

到冷场、僵持不下、激烈争吵，还是个别同学一言不

发，观察者只要注意观察每个小组成员的表现，案

例讨论结束后，对每个人的表现从主动性、说服力、

沟通能力、组织能力、人际协调能力、自信、创新力

和耐受力等方面进行评价，确定小组中主动发起

者、指挥者、鼓动者、协调者，旁观者等角色的归

属。这种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一直由老师担任的

观察员变成由学生担任，而且数量也由1人变为2～

3人，使得学生既做了参与者，又有机会站在管理者

的角度思考问题，真正领会在处理人力资源管理具

体问题中平衡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

（三）管理游戏法。管理游戏法来源于在“玩中

学”的教学思想，就是把“游戏”与“教学”相结合，在

教学活动中引入游戏元素，让学生在一个个饶有趣

味的游戏中不知不觉的学习。加强对所学知识的掌

握以及提高包括沟通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判断能

力，团队意识等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所需的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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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4]。在人力资源管理教学中，员工培训这一模块内

容本身的实践性以及与人力资源管理教学方法的交

叉融合，是我们运用管理游戏法让学生活学活用的

最好的章节。首先，要精心准备，注意对游戏内容、

规则的解释和说明，让学生理解明白并严格遵循规

则进入游戏内容的各个环节，对游戏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一些问题或作弊违规的情况要有应对和惩罚的

措施，以保障游戏能公平顺利的完成。其次，让学生

代替老师充当裁判，引导和控制游戏的进程并监督

游戏规则的执行。最后游戏结束后，教师要让学生

自我分析和评价在游戏中的成败得失，使学生能够

了解通过游戏我们学会了什么，哪些能力得到了锻

炼，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和如何自我改进和提升等。

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中引入管理游戏，不仅

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教学的热情，还可以促

使学生从理解执行游戏规则到改进制定游戏规则的

飞跃，增强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

（四）案例互动法。案例分析是经济与管理类

各学科专业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课堂互动教学方法，

通过典型事例解析把现实问题带入课堂，把老师机

械讲解各章各节变成学生就与之相关的现实问题

展开讨论。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相

结合的应用学科，应用案例教学法能充分体现该课

程的特点。具体应用：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

有文字材料的课前+课堂模式，另一类是没有文字

材料的现场模式。前者的做法首先让学生分成6～

8人的案例小组，在需要进行案例教学的每一章节

理论课结束后，布置学生课后阅读和熟悉案例文字

材料，并可以根据需要，鼓励学生自己通过互联网

和图书馆搜集案例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在小组充分

讨论的基础上撰写书面案例分析报告和汇报PPT提

纲。在案例汇报课上，让每一个小组的代表使用

PowerPoint幻灯片进行汇报，汇报时间一般控制在

10～15分钟，汇报的主要内容为一般分三大部分：

一是案例背景介绍；二是案例分析内容，有成功经

验的介绍，也有失败教训的警示，还有对人力资源

管理实践中纠结的问题或面临的困境的剖析[5]。最

后是案例总结，主要是给出小组对案例内容的决策

评价意见和具体解决方案。后者则采用课堂上播

放案例视频或由学生以情境模拟方式再现案例场

景，教师提出相关问题并引导学生快速讨论并分

析，即时给出小组决策意见。不管是“课前+课堂”

的模式还是现场模式，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都是教

师的点评，对于案例的点评不像一般问题能给出正

确答案，教师反而站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立场与学生

探讨该案例涉及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和应用问

题，对好的观点加以赞扬肯定，对有偏误的观点提

供自己的分析和参考意见，让学生换一个观察问题

的视角、或重新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这样，

不仅提高了学生对于案例本身的认识。而且活跃

了学生的思维，也开拓了教师的思路，对于促进教

与学之间教学相长、互相推动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 结语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选材价值取向的无

法对接一直是高等院校教学中长期存在的误区，人

力资源管理课程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手段

等，为培养出符合现代企业要求高素质、应用型、具

有创新观念的高校毕业生做了有益的探索。第一，

人力资源管理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实现了教学主

体由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为中心的转换，教师由过去

传统意义上的传道者、授业者、解惑者转变为平等

的参与者、引导者、协调者，培养重心也由基于分数

评价体系的学业能力转移到基于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的职业能力。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的内容

选择、程序的设定、规则的制定，既充分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而且使学生能够学会与人合作，协

同作战，提高适应未来企业和社会竞争的能力。第

二，人力资源管理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实现了由

“四一”工程（一本教材、一张嘴、一块屏幕、一优盘）

向“四主”培养模式（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能力

为主线、实践为主要环节）的转变[6]，教师由灌输式

教学的填鸭者变成为启发式教学的见证者。在富

有创造性的角色扮演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管理

游戏法、案例互动法等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的帮助

下，让学生在观看中学、在操作中学、在模拟中学、

在游戏中学，通过自身的体验和亲历来构建知识和

验证理论，提高综合运用学到的知识和团队智慧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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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元认知策略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养成学会反

思、学会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调整自己的学

习计划，有效监控学习活动，评估学习效果等良好

习惯，使学生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者。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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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ivating Meta-cognitive Strategy i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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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cognitive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strategies have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students’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in English
learning，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hods on cultivating the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which aims to improve English
learners' meta-cognitive ability and develop their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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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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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a subject with strong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teaching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theoretical primarily，it ignor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by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causes students failing to link theory with practice，application ability being poor，not
adapt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talent recruitment. Through teaching model
innovation such as role-playing，leaderless group discussion，management games，interactive case analysis，it enable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use the theor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uture to enter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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