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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改革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提升学校教育教学品质的

必由之路。 ２０１０ 年， 北京联合大学组织召开了教育教学工作会， 出台了指导学校未来

五年教育教学建设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北京联合大学关于实施教学品质提升计划的

意见》， 标志着学校开始全面启动实施 “教学品质提升计划”。 “教学品质提升计划”

以 “分类指导、 分层培养、 因材施教、 突出特色” 的人才培养理念为指导， 以 “整合、

优化、 凝练、 提升” 为教学工作思路， 从学科专业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课程体

系优化， 以及实践教学效能提升、 教师执教能力提升、 学生学习效能提升、 招生就业

质量提升、 教学管理效能提升八个方面， 规划设计了未来五年学校教学建设与改革的

重点内容。 “教学品质提升计划” 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同

时， 为调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关注教学、 投身教学、 研究教学、 服务教学的积极性，

学校还出台了 《北京联合大学教育教学奖励暂行办法》 等系列配套文件， 从政策、 制

度上为该计划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此后， 学校又陆续出台了多个文件从纵深上推动

“教学品质提升计划” 的实施。 自 ２０１０ 年实施 “教学品质提升计划” 以来， 学校在专

业建设、 课程建设、 教材建设、 实践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教学方法和教学

模式改革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追求、 不断发展、 不断超越的过程。 为推动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梳理、 总结、 反思、 凝练并积极展示各自在教学建设与改革方面的经验、 成果

和思考， 进而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我们将各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

学校实施 “教学品质提升计划” 过程中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结

集出版。 希望通过论文集的出版， 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学习、 借鉴和应用， 也希望抛砖

引玉， 为更多的同行、 实践者提供对话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平台。

黄先开　 杨　 鹏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第一篇　 教学方法与手段研究

分组案例教学法在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郭　 霞　 李树贤　 孙睿霞 （２）……

大学英语课程跨文化教学改革方法初探 胡江宁 （９）………………………………………

应用型本科数据分析与预测课程的教学

　 研究 任成梅　 黄　 艳　 张士玉　 于丽娟 （１８）…………………………………………

国际化背景下大学英语阅读输入与提高笔语输出能力的研究 迟秀湘 （２３）……………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分级教学改革实践 林志英　 孙力红　 高润泉 （２８）………………

“自动控制原理” 课程网络学堂辅助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牛瑞燕 （３４）……………………

提升普通本科生沟通与表达能力的实践与探索

　 ———以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为例 王　 颖 （３８）……………………………

信息检索翻转课堂运用

　 ———基于学生自评任务单的实施 解建红　 王　 彤　 齐秀霞 （４４）……………………

借助微信平台进行英语教学课外辅导学习的尝试 欧阳娟 （５２）…………………………

基于类比法的 “操作系统” 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与

　 应用 翟红英　 王　 波　 李　 湛 （５６）……………………………………………………

如何在英语教学中运用人际交往智能 孙绍燕 （６１）………………………………………

“动态网站设计开发” 中应用 “３＋Ｘ” 过程考核模式的实践探索 张银霞 （６６）…………

浅谈现代教学媒体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 齐瑞红 （７１）……………………………………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 赵旭东 （７６）…………………………………

关于高校课堂新型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探索 李芳芳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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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专题教学改革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实效

　 ———北京联合大学 “问题导入式” 专题教学改革探索与

　 　 　 思考 韩　 强　 王恩江 （８９）…………………………………………………………

因势利导　 教学相长

　 ———浅析课堂纪律的建构与维护 赵永忠 （９７）…………………………………………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关键是 “有的放矢” 任雪琴 （１０３）……………………

英语写作自动评价系统对建设新型大学英语写作教学课堂的作用 吕丹丹 （１１０）………

“思修” 课教学改革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赵　 婷 （１１６）……………………………

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陈爱明 （１２３）…………………………………

艺术设计专业导论课程教学策略研究 刘　 锐 （１３１）………………………………………

基于程序设计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孙力红　 林志英 （１３７）……………………………

数字化背景下提高我校理工类大学生英语听力策略研究 孙　 冰 （１４４）…………………

视障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培养的有效教学策略 马同梅 （１５７）………………………………

赏识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华　 薇 （１６３）……………………………………

浅谈 ＴＥＭ－４ 新大纲要求下的基础英语教学策略 张　 亮 （１７１）…………………………

对英语教学激励机制效用的探析 杨建兰　 于春阳 （１７５）…………………………………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背景下的 ＣＬＬ 教学策略探究 马亚星 （１８３）……………………………

浅谈 “以行动为导向” 的项目教学法及其示例 林　 琳 （１９０）……………………………

第二篇　 实践教学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应用” 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薛　 云 （１９８）……………………………

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优化

　 ———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例 于丽娟 （２０５）……………………………………

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组织实施及实践教学

　 ———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为例 都　 宁 （２１６）………………………

ＺＫＹ－ＳＳ 型声速测定实验仪接收换能器声压随

　 位置变化的研究 高兴茹　 徐　 侃　 韩　 烁　 曾子虹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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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专业综合实训

　 ———“企业实践” 课程内容和学习评价

方式的研究 王　 暄　 马永华　 王　 颖　 宋爱荣 （２３２）……………………………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其启示 张　 静 （２３８）…………………………………………

坚持实验室开放是实验课程体系创新的重要环节 林　 青 （２４４）…………………………

社会文化理论视阈下大学英语实践教学初探 刘晓玲　 巩　 卓 （２５１）……………………

教学实践中的变换之法与变换之道 童启明　 窦晓霞 （２６２）………………………………

艺术设计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以陈设艺术设计课程为例 赵　 佳 （２６９）……………………………………………

跨学科多专业综合实践教学改革探究

　 ———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为例 陈翠丽　 解建红　 王　 彤 （２７５）……………

合作原则运用到视障生英语教学中 巩　 卓　 华　 薇　 孙绍燕 （２８３）……………………

基于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的轴系结构创新实验动态模型设计与开发 宋爱荣　 赵慧娟 （２８８）……

浅谈单片机实践教学改革的措施 周冠玲 （２９３）……………………………………………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的设计与探索 殷守军　 邱中梅 （２９９）…………………

制药工程专业的实践课程建设探讨 韩永萍　 葛喜珍　 霍　 清　 李可意 （３０８）…………

浅议校园虚拟企业培训运行管理及

　 保障机制 张翠霞　 梁启凤　 梁　 军　 张利霞　 许会冬 （３１４）…………………………

应用型大学学科竞赛的探讨 赵　 敬 （３２０）…………………………………………………

校企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践研究

　 ———基于北京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滕雪梅　 陈　 敏 （３２５）………………………

文科类专业实践教学队伍发展机制研究 牛爱芳　 钟　 丽　 张建国 （３３２）………………

高等学校多校区办学条件下实验教学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白　 梅　 牛爱芳　 钟　 丽 （３４２）……………………………

论多校区实践教学管理与改革 钟　 丽　 牛爱芳　 张建国 （３４９）…………………………

第三篇　 教学管理研究

基于生涯规划教育理念构建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 王晓蕾 （３５６）……………………

浅谈高校管理人员专业化现状及解决措施 宋欣蔓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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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目管理， 提高高校教学管理质量 高　 音 （３７０）……………………………………

高校教学经费预算及绩效考核的探析 姜小军　 刘在云 （３７９）……………………………

基于业务流程再造的高校教学管理研究与实践 毕菁华　 刘在云 （３８６）…………………

基于学生参与企业设计实践项目的 “学分置换” 研究 张　 威 （３９３）……………………

关注毕业生教育满意度认知， 改进教学管理

　 ———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张怡婕　 张菊玲 （３９８）………………………………………

高校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应用研究 王英全 （４０６）…………………………………………

关于网络教学视频制作与应用的研究 贾亚刚 （４１１）………………………………………

基于系统控制的高校双语教学质量评价研究 钱春丽　 孙　 洁　 刘　 静 （４１６）…………

多媒体教学系统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鲁立军 （４２７）……………………………………

自主学习呼唤教学管理和大学英语教师角色转变 李丹丹 （４３２）…………………………

试论高校教务管理执行角色定位 梁爱琴 （４３６）……………………………………………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背景下高校学风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刘春玲 （４４１）………………

浅析教学运行管理与大学生人才培养的关系 余文欣 （４４７）………………………………

“去行政化” 背景下的高校内部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刘红英 （４５１）………………………

浅谈网络教学课件的后期编辑

　 ———以三分屏课件为例 王　 彦 （４５６）……………………………………………………

浅析教师教育和发展对教师自我提升的鞭策力 何　 芸 （４６２）……………………………

合作型的教学反思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刘　 凤 　 王小梅 （４６８）…………………

大学英语教师的信息素养与 ＥＳＰ 转型 叶秀娟 （４７４）……………………………………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需注意的三个细节 翟红英　 李　 湛　 王　 波 （４７９）…………………

教师专业发展中反思型教师的特点研究 夏文红 （４８３）……………………………………

应用型大学专业教师班主任工作初探 王彦霞 （４８９）………………………………………

健全交流交换生项目管理， 促进学校国际化发展

　 ———以北京联合大学美国学生交流交换项目为例 王安琪　 庞　 明　 杨亚军 （４９７）……

地方高校开展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肖章柯　 杨　 鹏　 冯爱秋 （５０１）……………………………

多校区地方普通高校运用信息技术， 强化教学过程管理， 提升教育教学

　 品质的探索与实践

　 ———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冯爱秋　 杨　 鹏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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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案例教学法在工程管理专业

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郭　 霞　 李树贤　 孙睿霞

摘　 要： 基于案例教学法和分组教学法， 作者首先提出了分组案例教学模式； 其次构

建了分组案例教学法的基本环节， 包括理论知识准备、 案例设计、 案例实践、 案例反馈和

成绩考核五个环节； 接着介绍了分组案例教学法在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最后提出了推广分组案例教学法需关注的四个方面。 本文研究成果对提高工程管理专业理

论知识的教学效果和改进教学方法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分组案例教学法， 理论教学， 工程管理， 应用

引　 言

工程管理专业属于管理理论方法与工程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管理科学。 为了使学

生较好地掌握工程管理基础理论方法和专业知识， 目前主要采用以 “教师为中心、 学

生为对象” 的传统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往往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和互动性，

尤其是在进行工程管理相关理论学习时， 学生往往会感觉教师讲解的相关理论比较抽

象和枯燥， 不能结合工程管理实践去理解和思考。 传统的教学模式最终往往导致学生

不能真正掌握与应用这些理论去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 积极探索建设工程管理

基本理论的教学方法， 对提高相关理论知识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案例教

学法和分组教学法作为成功的教学方法， 已广泛应用于国外高校的不同专业领域中，

并在我国高校的法学、 医学、 工商管理学等专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 显示出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和推广价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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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组案例教学法概述

１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于 １８７０ 年由哈佛法学院院长朗代尔 （Ｃ Ｃ Ｌａｎｇｄｅｌｌ）

提出， ２０ 世纪初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倡导与推广， 而

后成为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 案例教学是一种互动式而非灌输式教育， 是以教师和

学生为中心， 通过案例准备、 案例实践、 案例反馈环节， 帮助学生建立管理知识框

架体系，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一种教学

方法。

２ 分组教学法

分组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是将学生按一定标准分为若干组， 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自主性的共同学习， 通过小组成员的相互合作与教师的互动， 而达到教学目

的的一种教学模式。

３ 分组案例教学法

分组案例教学法是将学生按一定标准分为若干组，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性的共

同学习， 在此基础上给每组布置案例任务， 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进行案例研究， 完成教

师布置的案例分析任务， 最后每组将案例研究成果进行汇报和研讨， 并进一步完善案

例研究成果。 分组案例教学法将案例教学法与分组教学法进行有效结合， 既发挥案例

教学法注重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点， 又体现分组教学法的学生之间能够相

互合作的长处， 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教学方法的一种新探索， 在教学中正确使用分组案

例教学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分组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主要区别见表 １。

表 １　 分组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主要区别

区分指标 传统教学法 分组案例教学法

参与主体 以教师为主， 学生为辅 以教师为辅， 学生为主

教育方式 讲授式 启发式、 互动式

教育载体 教科书 教科书、 案例

作业方式 个体作业 小组作业， 小组学习与研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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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分指标 传统教学法 分组案例教学法

教学目的 巩固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拓宽基础理论知识， 理论应用于实践

考核标准 个人考核， 以平时作业和考试为主 小组考核， 以每组总案例成绩为主

学生积极性 较低 较高

二、 分组案例教学法的构建

分组案例教学法的构建需要授课教师事先进行教学环节的周密设计， 将教学过程

分为基本理论知识准备、 案例设计、 案例实践、 案例反馈、 成绩考核等环节， 并对分

组案例教学法的每个环节提出具体的目标与要求。

１ 基本理论知识准备

（１） 基本理论知识讲解

分组案例教学法需要授课教师首先对案例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进行轮廓性地讲解，

让学生熟悉案例背后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全貌、 主要精髓和框架结构体系， 基本熟

悉案例研究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 必要时， 教师可通过典型案例讲授， 达到加深学

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授课教师讲解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小节课 （约 ５０ 分

钟）。

（２） 基本理论知识学习

学生在听完授课教师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后， 通过个人自学和小组互学尽快掌

握案例分析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 包括理论知识的框架结构体系、 主要模型和应用

要点， 达到能用该理论知识解决实际案例问题的程度。

２ 案例设计

案例设计是分组案例教学法的关键环节。 教师在分组案例教学准备中应首先考虑

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 教学课时、 班级规模以及可利用的教学资源等， 然后着手选择、

收集、 编写、 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 授课教师应基于相关基本理论知识设计具

有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设计内容应包括选题范围或案例名称、 案例研究的主要任务、

基本要求和研究结论。 案例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分组案例教学法的教学质量

与效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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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案例实践

案例实践是分组案例教学的主体和中心环节。 授课教师的角色要相应地实现从传

统教学中的主讲人到组织引导者的转变。

（１） 合理分组

分组的科学合理性是案例实践的重要前提。 教师需要根据授课的班级人数， 合理

地确定小组规模， 人数 ４～６ 人较适宜， 保证每个成员都能参与； 同时根据教学课时以

及小组个数， 设计每个案例作业所需的讲授课时、 学生汇报课时、 教师点评课时， 确

定本学期需要编写的案例数目， 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

（２） 学生实践

案例实践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小组成员具有明确的责任分工， 共同完成小组

任务， 案例实践的成果是撰写报告、 制作幻灯片并在课堂上汇报。 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影响案例实践的成果。 小组成员在研究撰写案例报告的过程中， 要充分利用学校图书

馆数据库资源以及各种网络资源收集资料， 在相互研讨、 相互启发的过程中完成案例

研究， 最后撰写案例研究报告。

为了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避免出现小组成员偷懒的现象， 要求每个学生汇报

工作， 发表个人的观点， 并依据课堂表现计入最终的个人成绩。 这样学生才可以由被

动变主动地提出问题， 汲取知识， 深入案例，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 形成一套适

合自己的、 独特的、 有效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

４ 案例反馈

案例反馈是分组案例教学法的互动环节。 每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讲述报告， 授

课教师则要善于倾听， 关注案例汇报的基本思路、 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 案例汇报也

是师生之间互动和学生之间互动的过程。 授课教师在每组案例汇报过程中可以提出问

题， 同时鼓励其他组学生积极发言， 提出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每组成员汇报完毕后， 授课教师对小组汇报进行总结与点评， 并针对每组案例研

究报告提出具有启发性的思考问题， 引导学生在继续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挖掘有研究价

值的内容， 深化研究并完善案例研究报告。

５ 成绩考核

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是分组案例教学法成绩考核的基本前提。 分组案例教学法以

学生为主体， 案例考核指标应包括团队合作情况、 每组学员的个人表现、 案例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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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水平高低三个方面。 学生思维的品质、 方法和能力是否达到期望的高度， 学生在分

析问题、 表达观点、 运用理论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是否得到提高， 都是授课教师对学

生进行考核的主要指标。 同时， 教师也要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 认真剖析分组案例

教学给学生带来的学习成效。 案例成绩考核高低应是每组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表现

与肯定。

三、 分组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１ 明确教师的职责

分组案例教学法是区别于传统教学法并且具有推广价值的教学方式， 教师也由原

来的主导者转化为教学的设计者、 引导者， 学生则变为案例实践的主体， 但这并不意

味着教师职责的淡化， 相反，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案例的选取设计到案例反

馈， 都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和准备。 案例的选编并不是信手拈来的基础理论， 而是在

客观分析学生对过去知识的把握程度上， 在符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 达到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的目的。

案例反馈是教师对学生报告的提炼和升华， 这并不是在要求教师临时发挥， 而是

教师要花更多时间去深入考究学生针对案例的思考角度、 解决途径等， 并对学生的汇

报进行归纳总结， 要语言精练、 重点突出， 而这些都需要教师强大的知识背景和驾驭

课堂的能力做后盾。

２ 班级的授课规模

在大班教学中个体差异性往往受到忽视， 学生的主体性难以发挥， 小班授课更利

于案例教学的实践， 人数不超过 ３０ 人为宜， 小班授课实施分组案例教学， 教师的教学

设计更具有针对性， 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增加了， 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更充分的时间进

行交流和互动， 学生自主性增强， 有利于因材施教。 分组案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

小班教学这种氛围和环境。

３ 学生分组的合理性

分组教学是在基于小组人数均衡的情况下， 将学生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若干小

组。 按分组时学生的自由度为标准的分组方法有自由分组、 指定分组、 随机分组。 自

由分组由学生自由结合， 组内气氛最为融洽； 指定分组由教师根据学生特点和能力进

行搭配和分组， 各组实力最为平衡； 随机分组由教师按学生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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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素分组， 分组方法最为科学， 但教师的工作量最大。 分组的均衡与合理性对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起着重要作用。

４ 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分组案例教学质量评价包括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对

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要尤其体现学生的评价反馈， 评价内容包括教师的教学态度、 教

师组织能力、 对内容的把握、 教师点评、 课堂控制等， 通过无记名的问卷调查形式对

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动态的过程评价， 根据量化的指标统计学生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满

意度， 学生的反馈信息对教师起着监督、 激励的作用。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包括教

师对学生的评价和学生的自我评价。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内容包括： 基本知识、 基本理

论的把握程度， 学习态度， 报告的完善性， 学生的创新能力， 课堂的发言次数等。 学

生的自我评价是对学完本门课程的自我认知， 评价内容包括： 对知识的把握程度、 实

践能力、 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等。

对教师的评价结果可为教师教学提供反馈信息， 对学生的评价结果可以了解学生

的学习效果， 更好地改进教学工作， 促使教师调节教学活动， 以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同时，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评价可以作为学生期终成绩考核的依据。 教师需总结

经验并逐步建立全方位的分组案例教学法约束机制， 如教学进度、 案例选择、 学生评

价意见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考核评估等， 形成较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四、 结论

工程管理专业应继续强化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环节， 分组案例教学法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教学方式。 然而， 分组案例教学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 针对不同

课程仍有许多改进之处， 要使之真正成为工程管理专业的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 还需

要不断的探索、 实践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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