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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发展迈入新时代,文科教育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OKR模式的柔性机制有效回应

了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在设定目标、分解目标、落实目标、中期回顾以及结果反馈的全过程中,能够依

托面向社会、面向需求的实务界问题,培养具有公共情怀、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文科人才。

本文以行政管理实务课程为例,从OKR模式出发结合“微调研”和“案例教学”,保持与社会需求的紧

密联系,通过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以期培养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和问题意识、回应国家新文科建设的战

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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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nation is moving into a new era, an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faces higher demands and challenges. 

The flexible mechanism of the OKR model effectively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university talent training.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etting goals, decomposing them, implementing them, mid-term review and feedback on the 

results, it can rely on social and demand-oriented practical issues to develop liberal arts talents with public 

sensibilities,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ies. This paper take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practice courses as an example, combines "micro-investigation" and "case teaching" from the 

OKR model, maintains close contact with social needs, and aims to cultivate undergraduate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blem awareness and respond to the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s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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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的关

键组成部分,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1],在“新文科建设”的背

景下,推动高校本科生教育创新发展是回应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时

代需求。自2018年“新文科建设”正式提出,表明我国“新文科

建设”要立足时代与实践,持续、系统地提升中国文科教育事业

的实力。高等教育如何在“大文科”场域内实现教育的整体性,

关注学生理论知识培养和实践能力提升,在实践与学习的过程中

激发新思想、提供新思路,是高等教育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向大众化迈进,直

接表现为本科毕业生数量和难以直接就业的毕业生数量持续增

长,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加强对本科生就业能力的指

导,以提高其实践能力。然而,当前本科阶段教育问题突出。 

一是行政管理本科生培养存在研究与实践的空白。由于学

科建设中对不同学科和专业的重视程度不同,部分行政管理专

业的教育缺乏对本土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实践研究,课程设置缺

乏系统性与耦合性。课堂教学中存在教育方式单一、教育过程

形式化等问题,单一线性教学情景与复杂动态社会现实的隔阂

降低了学生对实践的认知深度,难以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导致理

论与实践相脱嵌。 

二是表现在本科生实践能力与问题意识匮乏。当前我国本

科生中普遍存在学习意义感缺失、生涯目标模糊、人生价值偏

颇等“空心化”问题[2],反映出高校教育中师生关系松散,交流深

度不足[3]。一项追踪调查显示,我国本科生相比国外处于同一教

育阶段的学生来讲,批判性思维能力整体较弱,学生之间也存在

明显差异,但会受到科研活动和方法类课程的显著正向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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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行政管理实务类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有助于打破

“传统文科”过分专业化的学科组织建制,在实践中实现知识再

生产,促进不同学科与思想的融通交汇；回应政府治理与发展中

的重要问题,促进专业教育与政府实务相榫接,体现高校教育的

前沿性与导向性。由此,探索教学新方法是当前高校本科生教育

的重要发展方向。OKR模式的柔性机制契合了当下的教育理念,

在“学以致用”的原则下鼓励学生主动展开理论思考,将实践问

题转化为学术问题,达到涵育学生学术素养的目标。 

2 OKR 模式与行政管理教学的融合逻辑 

OKR广泛应用于知识型组织,高校是知识型组织的典型代

表。以“OKR”、“OKR模式”和“目标与关键成果法”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果如图1所示。OKR

模式对国有企业、互联网公司、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提高组织

绩效、实现组织目标方面都呈现出了积极影响。近年来,OKR理

念的研究逐渐向政府部门[5]、教师成长[6]、研究生教育、人工

智能和图书馆馆员的绩效评价方向拓展。本文基于OKR模式,结

合“微调研”与“案例教学”,实现了行政管理实务类课程在教

学模式上的创新。该模式关注目标实现与过程发展,改变以往的

“唯结果论”；注重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在教学过程中集合政府部门、企业等多元力量,充分利用社会网

络资源,实现人才培养与团队协同发展。 

2.1 OKR模式概述 

组织管理学中,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标

与关键成果管理法,是一套明确和跟踪目标及其完成情况的管

理方法和工具[7],也是一种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的实践体系,能

够帮助组织及其成员系统、高效地思考、沟通、执行并迭代战

略目标,实现有挑战性目标的管理方法。OKR模式汲取了目标引

导、促进参与和沟通等理念,吸收关键指标设定思想,借鉴了战

略管理和组织协同思想[8],在实践中更具有合理性、可操作性和

指导性。 

 

图1 关键词共现网络 

2.2 OKR模式原则 

OKR主张聚焦长期和有挑战性的目标,通过“循环迭代、探

索本质、纵向拆解、横向协作”的重要原则将团队目标和个人

目标紧密联系,结合定性与定量目标,在透明管理的模式下实现

团队发展[9]。 

循环迭代指的是OKR模式在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体

现了一种以终为始的特征,根据学生个体特性而不断更新与迭

代,直至学生在校培养周期的完全结束,学生所接受到的培养与

教育都更为符合当下个人能力和发展水平。具体而言,一个OKR

模式的周期的结束意味着新培养周期的开始。基于前一时期的

结果评价与反馈,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总体考核结果在下一个

培养周期内制定更为符合学生当前发展情况与发展现实的培养

方案与培养计划,从而推动专业人才培养层次和水平的不断更

新与提高。 

探索本质是指 “微调研”与“案例教学”的融合过程鼓励

学生作为个体向内挖掘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关注学生的自我

评价和阶段性目标的设定。这种考核模式主张结果导向与过程

导向并重,改变了传统的考核制,设定长远的、有价值的目标,

激励团队发展,调动学生个体积极性。 

纵向拆解指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务模式明确团队目标,

提高团队效率。在任务推进的过程中将团队的整体目标由组织

成员根据个人能力和任务要求进行多次拆解,分为能够分阶段

实现的小目标,从而促进整体目标的实现。 

横向协作则是既关注团队目标的完成,也关注团队内成员

的沟通与合作。实现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在个体

目标推进的同时,密切与团队成员之间的联系,提高组内成员的

合作与沟通能力,从而实现组织任务推进的整体协调。 

2.3 OKR模式与行政管理实务课程的契合性 

OKR模式与行政管理实务类课程的结合力图打破学校与社

会、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培养学生以更高站位、更专业的视

角去认识并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培养有专业、有能力、有情怀的

本科专业人才。 

其一,符合“两性一度”的标准。OKR模式与微调研、案例

教学的融合能够促进学生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

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级思维和多元思维能力的高阶性。深入基层

工作者的实际工作情境,强调基层调研的前沿性与时代性,突出

实践与教学的有机互动和结合。目标设定的挑战性需要学生“跳

一跳、努努劲”才能实现,提高学生认识的高阶性。这一过程以

学生需求为导向,关注学生成长的个体需求,在学校主导、学生

主体、管理机构保障的多方力量协同下,让学生在项目推进的过

程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 

其二,促进团队合作能力的提高。OKR方法应用于行政管理

实务课程中能够为团队带来良好的收益与正向的外部影响,在

整体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聚焦团队成员的力量,充分挖掘学生的

兴趣点,通过个体分解目标的实现推动团队的进步。OKR方法的

“共同体”理念助推团队发展,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线

上研讨与线下调研相结合、外部推力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实践

探索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教师指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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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动了项目的完成与团队的成长。深入基层的实践与调研活

动培养了学生在时间、成本、质量和沟通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鼓励学生搭建项目推进的整体框架,合理制定流程并细化目标,

利用分级分类的原则建立清晰流畅的项目规划进程,提升流程

效率。 

其三,“项目制”模式的普适性。OKR模式在目标制订上呈

现出非线性和多次性,通过多个相互联系的子目标来确保项目

的高效完成,子目标之间存在内部逻辑联系,以此保障项目完成

的进度和完整度[10]。项目制的模式能够根据某个项目对人才知

识能力的需求、完成项目所需的技能、知识和能力培训为前提,

将标准公开和动态调整的方式贯穿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灵活的

项目制团队模式能够根据成员的个人能力优势来合理分配任务,

促使团队成员在实践中具有更清晰的目标和更强的方向性。以

项目的发展需求为导向形成一个个独立的调研小组,彼此关联

且独立,具有敏捷性和独特性,在人才培养过程的每个小周期中

根据目标完成度、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及时整合资源与支持

条件,调整目标。 

3 基于OKR的行政管理实务类课程流程设计 

OKR以实现结果衡量团队,以关键行动过程衡量个人,基于

OKR的行政管理“微调研”与“案例教学”融合路径如图2所示。

根据OKR理论的主体框架将行政管理实务类课程分为设定目标、

分解目标关键成果、制定落实方式、推进目标管理的执行、进

行中期回顾、再次推进的执行、进行结果评价及结果反馈等阶

段,并依据结果反馈的内容适时调整项目目标,以期实现团队和

学生发展。 

3.1设定团队关键目标 

关键目标(Objectives)指的是团队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也

是团队成员开展工作所要围绕的终极目标,即明确“团队想要什

么”的问题。关键目标的设定源于对组织目标的拆解和学生能

力的掌握,关键成果(KR)在这一过程中对目标(Objectives)起

到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一阶段是学生培养的初始阶段。首先要结合团队实际,

明确团队发展目标,从而整合团队资源,如教师项目资源、课程

资源和实践基地资源等,并召开内部小型研讨会,由此明确团队

总体目标。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教育要立足于综合能力培养这

一最终目标,结合学校实际和学生发展,进一步设定团队关键目

标为持续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职业规划能力。 

持续学习能力旨在培养学生克服学习过程中的困难,保持

持续学习的态度和行为习惯,实现有意义的深度学习与能力增

值。OKR的柔性模式为持续学习能力提供了良性循环机制,“微

调研”与案例教学的融合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学习习惯都会产

生积极的影响。 

团队合作能力旨在培养学生维护秩序、养成良好习惯以及

增强责任感。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和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单

打独斗”取胜的观念难以为继,新时代的发展需要“高情商的沟

通合作者”。OKR的团队培养模式有助于在课堂与实践中积累更

多的团队合作经验,通过小组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有针对性

的进行讨论,能够增强团队合作精神与参与意识。 

职业规划发展不仅事关个体成长,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动

力和未来人才储备。受自身动机不足、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家

图2 基于OKR的行政管理“微调研”与“案例教学”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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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错位、教学内容形式化、学校安排不合理以及社会环境

变化等内外部双重因素叠加影响,部分大学生职业规划能力不

足。“微调研”为学生提供了了解社会的渠道和平台,在参与式

观察中了解社会现状和现实问题,在提出集成化解决方案的过

程中,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明晰核心优势即自我定位,进而明

确未来职业目标。 

3.2锚定关键结果 

明确关键目标的下一步就是锚定关键结果(Key Results),

即“明确怎么做”,确定可衡量的指标,为将定性目标转化为可

量化的目标提供基础。团队成员要始终围绕关键目标,分析关键

驱动因素对实现目标的重要作用。接下来,进一步区分成果指标

和驱动指标,成果指标主要用于标识目标达成度,驱动指标则是

实现成果指标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 

关键结果的设定与衡量则可以参考SMART原则。在这一阶段,

首先要在明确总体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委任子项目负责人。采

用“朋辈辅学法”,使团队内高年级成员带领低年级同学共同完

成任务,并给予指导；向成员阐述团队愿景,并确保理解的准确

性,以便于成员根据个人能力与实际情况再次分解目标关键成

果,从实现个人目标为基础,逐步推进团队整体目标的实现。学生

轮流担任组长统筹调研安排,根据不同场景和任务,通过敏锐的

洞察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选择适宜的策略以促进团队目标达成。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特的角色

和使命,既要关注终极目标的实现,也要关注学生内心的想法,

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目标责任者(学生)真正认同团队目

标才能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力,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队合作。

基于需求导向,学生可能会存在继续学习深造与灵活就业两种

主观需求,要挖掘学生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培养过程中实现强化

与自我强化相结合,实现实践能力、合作能力、领导能力或学术

研究能力的提升。 

团队整体目标明确以后,就要在团队内召开小型研讨会,进

一步分解目标关键成果,使团队总目标更加具象化。从行政管理

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来看,持续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职业规

划能力尤显重要。持续学习能力可以分为认知能力、知识检索

能力、分析能力、书面和表达能力以及知识迁移能力,其中知识

迁移能力反映出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只有真正悟透所学知

识,才能够在未来的学习与实践中做到触类旁通。 

3.3制定OKR的落实方式 

制定目标落实的方式是OKR模式的关键环节,即明确“团队

如何到达目的地”。高校团队要以关键结果为导向,多举措、多

途径地开展项目或行动,通过中期回顾调整任务目标,以实现团

队目标。落实方式具有明显共性特征。一是以学生为主体,关注

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发展实际。二是主张“参与式体验”与“亲

身经历”,鼓励学生从书本走向田野,真正实现换位思考。三是

强调合作与沟通。树立正确的合作观念与合作意识,有助于学生

在毕业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和集体。 

校内环节中,以“案例教学”为主要落实方式,辅以朋辈辅

学法、虚拟教研室、角色扮演法和任务驱动法等方式。案例教

学是提高行政管理类本科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教学方式。以项目

任务为主线,依据团队目标,采用案例组织教学学习,情境模拟

和角色扮演法能够鼓励学生作为参与者和观察者体验真实问题

情境,增强“同情性”理解,深入思考社会问题,进一步提出解决

方案。教师应重点把握研究的方向,学生则要根据研究主题,主

动应用学习资源,自主探索,从而完成知识的理论建构。 

校外环节中,“微调研”、座谈和实地参观是主要实践方法。

寓学于实践,全面把控课程周期,提高学生的实践管理能力和团

队合作能力。聚焦微目标、微任务、微时间、微管理、微过程,

进而高效率、快节奏、高质量地完成项目,让学生“学以致用,

用以致学”。 

“微调研”与“案例教学”的融合,改变了传统课堂重视理

论知识传授的形式,主张在实践中提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理

论学习中促进实践能力的提高；在实践中运用观察、说服、协

商、妥协、解决冲突的技能,有助于塑造有远见、懂合作的职业

精神。 

3.4 OKR结果的巩固与反馈 

OKR流程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上一个目标结果的实现往往是

下一阶段的开始,因此,需要对OKR结果进行定期监控,实现信息

整合。该阶段主张对OKR的具体策略进行反思与审视,即考核与

评价所分解目标的关键成果,思考“团队是否达到目标”和“团

队如何巩固成果”的问题。在反思与评价中发现问题,以期对下

一期项目的研究提供有参考性的意见与建议。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行政管理学科教育的重要目标。学生通

过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基于OKR的“微调

研”是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以全面、发展的

视角看待学生,扭转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教师与学生

的平等对话成为常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责任感,提高学习

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专精覃思,熟思审处。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

会反思,不断审视自身与环境的变化,提高自身应对社会变化与

解决复杂任务的能力；主动对项目过程予以监控和管理,实现自

我管理、自我约束、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4 结论与讨论 

一流本科建设战略的提出给高校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提高提

出了更高的挑战。本研究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以“三全

育人”理念为指导,基于OKR理论,融合“微调研”与“案例教学”

的教学方法,探索行政管理类实务课程教学新模式,形成全过

程、全方位“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OKR

模式融入教学与评价,通过设定关键目标并适当调高目标值域,

考核目标完成情况,监督并激励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在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层面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目标管理机制。 

“微调研”的实践途径提高了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实践

能力。学生发现基层治理的现实问题,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实务

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进一步形成高质量的咨政建言,为社会发

展与政府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案例教学”以政府实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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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依托,丰富了传统课堂的案例形式,更新了学生培养与教学

的案例库。案例教学与调研的融合突出了问题导向,鼓励学生将

视野从课堂与书本转向社会和实践,引导学生更加关注社会生

活和社会问题,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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