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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素养的含义不断扩展，它包括思想政治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身心素

养等各个方面。职业素养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素养对学生未来职业活动和职业

生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学课程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关

注学生职业精神、职业素养的培养，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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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the meaning of personal literacy continues to expand，

including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cultural literacy，

professional literacy，and physical and mental literacy. Professional ethics are the behavioral

norms that humans need to abide by in social activities. Professional ethic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future career activities and careers.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management course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qualiti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with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ir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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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素养的内涵

职业素养本质上是人的个体行为的综合，职业素养是内

涵，个体行为是外在表象。职业素养通常主要包括：思想道

德品质、身体心理健康、文化知储备、专业技能水平等方面。

不同职业的职业素养之间有共性特征，但也具有自身独特的

特征。

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应具有所从事职业必备的基本素养。

第一，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修养；强烈的责任意识；严格

的保密意识。第二，职业素质：快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良好的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熟练的职业业务处理技能；较

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基本的预测和策划能力。第三，知识结

构。

2.管理学课程概况

2.1 管理学的作用

管理学课程作为高等学校经管类本科专业的学科型主干

课程，是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也是学习后续各种专业课程重要的理论基础。其学习和研究

的目的是在揭示管理活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分析其在特定

时期的表现形式，探讨如何根据这种规律指导不同情境下的

管理实践。

2.2 管理学课程的目标

管理学课程的知识目标在于向学生传授管理学的基本思

想、基本理论、基本工具和基本方法，为后续专业知识的学

习打下良好基础；管理学课程的能力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运用

管理思维，分析和解决组织管理问题的能力；素质目标在于

提升学生以管理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职业素养。

应用型本科高校管理学课程的开设，其基本目标应服务

于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坚持理论与实务结合，并结合

各专业学生未来就业的职业特点，以职业素养和管理技能培

养为主线，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的选择。在管理学的教

学过程中，要依据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增强学生职业精

神、职业素养的培养和加强学生实际管理能力的培养。

3.以职业素养提升为目标的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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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3.1 管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指导下，融

入中国管理理论成果，在教学过程中所用的案例以中国管理

中的典型案例为主，让学生对中国管理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

解，以增强对国家的自豪感和感受家国情怀；结合我国“新

时代”背景，让学生明白，组织和个人可以树立什么样的目

标，可以为“新时代”做出哪些贡献，激发学生思考我要成

为什么样的人，培养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讲好中国管理

的故事，将中国管理的理论家、践行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故

事融入课程中，结合相关知识点展开讨论，为学生从行为习

惯、责任担当以及爱国情怀等方面提供学习榜样，激励学生

向他们学习，为中国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实践做出自己的贡献。

3.2 管理学课程对于职业素养培养的作用

在应用型本科学校基础教学中，提高学生职业岗位适应

能力，加强职业素养培训是首要任务。管理学课程的教学思

想应与应用型大学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相连，关注培养

学生良好的职业习惯，认识基本的职场规则，提高学生的角

色意识等。

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应以诚信意识、敬业精神和责任意

识为核心，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结合

企业实际工作，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例如在进行“领导”

职能相关知识讲授时，采用案例分析和参与式的教学方式，

使学生充分认识诚信、敬业对于实际工作的重大意义。在进

行人员配备一章的讲授时，教学内容中关于组织选聘、考评

和培训的内容，通过案例分析和重点讲解的方式，使学生认

识学生今后面临应聘、工作考评及职业生涯规划时保持诚信

意识、责任意识对于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3.3 管理学课程教学对于职业素养培养的现状

首先，重理论教学、轻素养培养。教师在课程教学中，

更侧重于管理活动相关理论知识的阐释，大多忽略对学生职

业素养的培养。

其次，职业素养重显性、轻隐性素养培养。教师在课程

教学中，更多侧重于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办公软件操作能

力等显性职业素养的培养。忽视价值观、态度、责任心、道

德情操等隐形职业素养的培养。

再次，课程的考核方式不利于职业素养培养。目前的考

核体系对学生展现出来的道德品质、责任心、心理承受能力

等职业素养考核缺失。

3.4 管理学课程教学中职业素养提升的探索

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应该在基本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帮

助学生确定学习目标，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在职业素养的

培养的教学过程中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从职业信念、职业行

为习惯和职业知识技能等方面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3.4.1 加强职业信念的培养

职业信念是是职业素养的核心，包涵良好的职业道德，

正面积极的职业心态和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意识。良好的职业

信念可以体现在价值观、道德品质、责任心、敬业精神、职

业操守等。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准职业人”概念。所谓“准职业人”，

就是按照企业对员工的标准要求学生，使学生初步具备职业

人的基本素质。

管理学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一开设，也是学生第一次开始

接触专业基础课程，有期盼、有新奇，但更多的是未知与茫

然。如何引导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形成职业意识，逐步具备

专业学习的思维方式，这对学生的职业素养的养成很关键。

在课程教学中对学生按照“准职业人”的要求，从平时的点

点滴滴做起，包括在课堂中的言谈、开展的各种活动中、行

为举止、学习习惯等。在参与课堂活动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

的职业意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准职业人”概念

的引入从培养学生的职业认知和归属感、职业知识和技能、

职业行为习惯等核心因素出发培养学生职业素养，使学生进

入大学课堂的开始形成一定的职业意识和对职业素养养成的

初步认知，引导学生把握职业学习的方向，这是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逐步提高学生职业意识与职业素养的关键的一步。

3.4.2 规范职业行为习惯

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基本的职业行为习惯，包括

守时、快速响应、时间管理有效性、计划安排的条理性等。

第一，制定课堂考勤标准和考核办法；第二，根据教学内容，

制定作业完成进度、完成质量的管理办法和考核办法；第三，

制定通过擂台赛等方式，制定课堂答题比赛、案例分析评比

的考核和激励措施。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帮助学生树立良

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3.4.3 提高职业技能

管理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的管理理论、管

理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十分注意引导学生科学地认

识与运用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并加以提炼升华。如：在学

习与运用的过程中逐步总结归纳出：“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

的”管理理念，即在实际中对各种管理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没有哪种是最好、最有效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只要是适

合企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就是好的。教师再从哲学的观点“一

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进一

步阐明其正确性，并从中外历史现实的经验论证该理念，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学会思维方式的提炼、提升。通过这

样的教学过程，养成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职业

素养。

职业技能是指学生将来就业所需的技术和能力。学生是

否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是能否顺利就业的前提。职业技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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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专业知识、技术技能（如办公软件操作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人际关系管理能力等多个方面。

第一，管理学知识学习及应用能力的培养。教师可以通

过任务的设计、给学生布置相应的任务，如制定个人学习计

划、根据岗位设计招聘公告、根据案例设计激励方式等，通

过学生完成任务和后续评价，加强学生对管理学专业知识的

实际应用能力。

第二，综合能力的培养。一是成立小组（团队），明确课

程过程中以小组完成的主要学习任务。教师以学号组合或学

生自由组合的方式划分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组长和

3~4 名组员组成；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小组任务，小组成员

需要通过 PPT 演示、小组报告、个人解说等方式展示。以此

提升学生的办公软件操作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口语及书面

表达能力等。二是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根据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设计工作情景，并让学生扮演

情景角色，模拟工作过程。如讲授直线与参谋的区别和联系

的知识点时，设定一个招聘工作场景，让学生分别扮演业务

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角色，通过业务部门招聘某一岗

位人员，模拟工作场景，完成角色扮演，明确不同角色在不

同工作模式下行使的是直线权力还是参谋权利，既加强了学

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也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

应变能力。

第三，开展协作学习。开展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讨论、协作与交流，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到

教学目标。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理论问题进行学习

讨论，或结合教师提供的案例，联系实际，探讨现实管理问

题的解决办法，每个学生必须参与其中，共同负责完成所承

担的某部分任务。

这种协作学习的方式可以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与人沟通

交流的技巧，加深学生对理论问题的认识，把理论学习应用

到实践当中，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提高了学生理论知识的

运用能力。尤其是在这种学习氛围里能够逐步养成职业素养

的重要内容———团队意识，培养团队的协作精神。不过，

在协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采取必要措施，注意避免“搭

便车”现象的发生。

第四，通过课堂中的“信息播报”，培养学生关注经济信

息的职业素养。

由于管理学中的理论涉及的面非常广，课程的教学内容

必须紧密联系当前的宏观及微观经济形势，课程内容才更有

生气与活力。这对教师的教学及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

必须时刻关注宏微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目前改革与发展

的动态，并把相关的内容引入教与学，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

在课堂上可增加“信息播报”的内容，即不定期地把一

些当前发生的经济信息或现象结合正在进行的教学内容在课

堂交流分析。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注意引导学生要透过现

象看到事件背后的东西即本质的内容，运用所学过的理论进

行分析和评价。使学生更加清楚明了管理学与经济建设及社

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经济信息的敏锐

性与兴趣，并且在经济信息的分析过程中，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职业适应能力。

3.4.4 改进平时成绩的考核

职业素养从课堂中的点滴抓起。引入“准职业人”的概

念，并落实到平时教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教师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对学生的职业素养教育，对学生提出明

确的职业素养要求。培养学生课堂中积极发言的主动意识（提

高职业人自信心的有效途径）；发言过程中声音洪亮及注意有

条理的表达（培养职业人沟通能力的重要方面）；发言过程中

的职业化表达（必须要用专业术语，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这是职业人专业素质最基本的要求）；课堂的集体汇报必须以

PPT 的形式且必须符合质量要求（职业人必须具备的基本技

能），日常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通过这些看似鸡毛蒜皮

的小事，潜移默化地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渗透职业素养的培

养，让学生逐步树立专业的责任心、事业心、严谨的学习态

度、科学的求索精神；在教会学生解决专业问题的同时，学

会如何做人、做事。

平时成绩的考核加大职业素养的考核比例。通过学习状

态、任务完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考核职业信念；通过学生

考勤、作业和任务完成时间、学习习惯等考核行为习惯；通

过个人和小组任务完成的质量考核职业知识技能。

总之，职业素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

程，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的培养应成为每门课程教学内容之

一。管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开设在经管类大一新生，

如果能够重视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职业素养教育，管理学课程

教学中，教师能以培养学生职业行为习惯和职业技术技能为

基础，重点培养学生职业信念，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

于培养高职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良好的职业素

养和较强的职业岗位适应能力，应该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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