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指导思想与教学理念

1.指导思想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的讲话精神，本着“德才

兼备”的育人标准，充分运用课堂教学，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政治信

仰，拓宽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实践途径，致力于将“课堂思政”转化为“实践思政”，

让心中的理念落地，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经管类人才，承担起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

者的伟大责任。

习近平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教学理念与理论支撑

《管理学》是经管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其课程的“实践思政”路径探索是

以现代管理学中的管理实践思想和精神为主要理论支持，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

养、科学的价值观及准确的判断力，让“实践中的人”成为教学绩效的主要衡量

标准，成为《管理学》“实践思政”的归宿。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及其著作《管理的实践》

二、《管理学》“实践思政”的基本路径

1.知先行后：实现课程思政内容在《管理学》理论学习中的充分渗透

通过课堂理论教学，将众多管理践行者以及创业企业家的实践精神和实践历

程作为教学案例，充分发挥其对新时代青年的感染作用和带动效应，从理论层面

上渲染实践思政的意义。这里以《管理学》中的管理决策章节为例：

（1）授课内容：决策理论

（2）授课形式：理论讲授、视频播放与学生讨论

（3）学情分析：授课对象为大一新生，缺少经管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通过

课程讲授，帮助学生了解中西方管理的基本理论，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4）课程思政导入：

① 国家决策层面：武汉封城决策案例——树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的第一位”的人民观

通过本案例讲解，让学生明确对武汉封城的决定是正确的，体现了习总书记

“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的人民观；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对人民生命权

的尊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案例分析使当代大学生牢固树立国家意

识和人民意识，强化大学生的政治素养。



② 企业决策层面：海尔决策案例——民族企业家艰苦奋斗、创新创业的爱国

主义精神

企业决策引用的是海尔集团 CEO 张瑞敏在海尔发展战略中的一系列决策，通

过视频分享结合教师分析讲授的模式，为学生展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的决策理念、

战略意识和以民族大业为重的创业者精神。引用的素材为影片：《首席执行官》，

该片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海尔创业的历史，是管理学素材中难得的经典之作。

以海尔为题材的影片《首席执行官》

2.行中验知：注重通过专业实践活动对经管类人才思政素质的培养

《管理学》是经管类学科基础课，聚焦于专业实践，潜移默化地通过专业实



践教学形成学生的专业人格。

（1）授课内容：管理控制

（2）授课形式：学生实践实训、提交研究报告、汇报答辩

（3）学情分析：大一新生很少拥有社会实践经历，尤其在市场经济领域更是

缺乏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环节的专业操练，初步培养经管类学

生“学管理、用管理、管理好”的学习理念和行动意识。

（4）课程思政导入：

① 疫情期里关于疫情统计打卡和推广健康码对疫情的控制案例

首先，针对毕业班疫情期里的防控统计问题和就业情况，学生通过实践测试

和使用，为我们的毕业生辅导员队伍设计了《疫情统计在线表格》，大大提高了统

计的效率，并且最大程度上掌控了所有人员的疫情防控情况和就业动态以及人员

所在地。

其次，学生通过其朋友圈和微信群推广电子健康码，并且鼓励他们做志愿者

参与指导市民注册该地健康码，这种举措可以最高效率地控制疫情并且提高健康

人员的流动效率，对当下疫情和经济复苏是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手段。



② 《管理学》“实践思政”设计：组织文化及激励

在激励章节，“实践思政”环节为：学生分组在渭南市创业孵化基地京东以及

其他物流公司进行见习训练。其设计的目的在于：学生体验不同的物流公司的组

织文化对员工职业行为的影响。验证组织文化理论，考察点为：员工应该与组织

同心同德，用长远理想激励自己而不是用当下的工资待遇激励自己。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课外实践环节掠影

3.知行合一：价值引导——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

机统一

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市场营销大赛、“三创”赛、中国“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让观念与行动契合，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实现“理论思政”到

“实践思政”。



学生市场问卷调研表（样张）

学生开展市场问卷调研活动



学生市场问卷调研及统计数据（样张）

全国市场营销大赛掠影

三、“实践思政”的教学反思

在《管理学》课程的“实践思政”过程中，重点是场景设计和流程控制，要

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于该场景和流程的影响（常见的影响因素有资金支持、公司

迁移、合作单位取消合作、特殊气候因素）。其应对之策在于寻求更具有现实化和

操作性的校企合作路径以及专业建设者对人才培养模式和课时安排方面的调整与

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