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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理信息系统”是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宿州学院商科类专

业为例，分析本课程开设的现状，发现目前还存在课程内容设计不够合理、教学方式仍较单一、师资

力量薄弱、实践实训课时不充足、考核方式不能全面反映课程要求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优化

课程内容设计、利用新媒体丰富教学方式、加强课程师资培训、将课程融入第二课堂及其他实践活动

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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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actical teaching curriculum syste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business major of Su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cours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course content design, single teaching method, weak teacher resources, insufficient practical 

training hours,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 which can not fully reflect the course requirement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content design, 

using new media to enrich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curriculum teachers,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into the second classroom and other pract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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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高等

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应用型高校

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必须

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主动调整教

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商科类专业是应用

型高校人数 多的专业大类，商科类专

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应

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总体质量。宿州学院

作为安徽省第一批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

建设单位，在调整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方

法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管理信息

系统”课程综合了管理学、信息科学、系

统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和通讯

技术等多门学科，具有交叉性、综合性、

实践性特点。该课程内涵丰富、外延广

阔，是一个具有“社会—技术”双重属

性的复杂系统。对于商科类专业学生来

说，必须掌握信息化的管理思想、技能、

方法，才能在未来的管理实践中取得更

好的发展。然而“管理信息系统”课程

在商科类专业中，大都作为专业选修或

者专业实践等考查类课程，在教学过程

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对于该课程教学进

行相关研究与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 

1“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

现状 

在高校实践教学中，理工科和商科

专业都开设了“管理信息系统”课程，

且开设时间相对较长。以宿州学院商科

类相关专业为例，该课程已开设十余年，

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

理等十多个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本课程大多作为实验（实训）类课程，

课时一般为32学时或48学时，开设在大

二下学期或大三上学期。总体上，本课

程教学效果一般，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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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比一般课程差一些。本课程的教学

改革具有很强的迫切性，也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2“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目前存

在的问题 

2.1课程内容设计不合理 

理论知识不易理解。由于“管理信

息系统”课程本身特点，课程所涵盖的

内容非常丰富，属于典型的跨学科课程，

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理工科知识基础，

例如计算机科学知识、运筹学知识、网

络通讯技术等。商科类学生大部分属于

文科生，相关计算机、数学等知识恰恰

有所欠缺。学生在学习本课程过程中，

理论知识不容易被理解消化，出现理论

知识无法支撑课程实训的现象，打击学

习积极性，学生课程参与度不高，出现

厌学逃课以及应付作业等情况，教学效

果不容乐观。 

实践教学内容起点过高。本课程包

含一定的实践（实验）环节，部分环节

还属于设计型实验。实践内容起点较高，

对计算机操作能力及运用数学解决问题

的能力要求较高。商科类学生计算机操

作能力、运用数学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相对欠缺，往往难以达到教学目标。 

2.2实践实训学时不足 

由于受人才培养方案中学时、学分

等限制，“管理信息系统”课时设置较少，

一般为32学时或48学时，而课程内容丰

富、知识点较多，讲授完课程的理论知

识后，实践实训学时就显得不足，学生

课堂知识得不到巩固训练，实践实训内

容不能够充分完成。对于各类信息系统，

如果只讲解理论逻辑内容，没有实际演

示或者学生不能实际操作相应的系统，

很多时候学生无法掌握相应的知识。 

2.3单一的教学方式不能满足教学

内容的完整呈现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涉及的知识

范围广、要求不一，需要针对不同的内

容进行不同的教学设计。目前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主要还是传统的模式，充当

书本知识的搬运工，把纸质版的知识内

容通过多媒体、PPT等形式传授给学生。

这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无法适应“管

理信息系统”课程特点及当代大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需求，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

打折扣。 

2.4师资力量薄弱 

由于课程的跨学科特点，对授课教

师的要求比较高。既要求教师有一定的

理工科类知识，如计算机学科基础、统

计学、运筹学等，又要具备管理类知识，

如管理学、会计学、市场营销等，甚至

还要求教师具有企业实战经历，熟知企

业运营模式，了解企业的真正需求等。而

目前应用型高校商科类专业教师大多是

从学校到学校，缺少企业实战经验。同

时，复合型能力教师本身也是稀缺资源。

商科类专业教师，其管理类知识一般比

较丰富，但是计算机等工科类知识往往

比较欠缺，这导致相对于其他商科类课

程，本课程的师资力量较薄弱。 

2.5考核方式不能全面反映课程

要求 

目前，“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考核主

要是以期末考试、课程结课报告等形式

进行，考核方式传统且单一，不能很好

地体现课程特点、内容，也难以体现课

程学习过程。 

2.6缺乏课程思政教学 

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课程教学改革

的重要方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和全国教育大会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性作出指示和强调。同时，2020

年6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信息系

统”作为开设专业多、辐射面广的课程，

更需要加强课程思政建设，而目前本课

程的课程思政教学仍然比较欠缺。 

3“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效

果提升路径 

基于以上“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课程内容、教学方

式方法、师资、实践教学、课程考核等5

个方面，构建本课程教学效果提升路径，

思维导图如图1所示： 

3.1课程内容设计方面 

精简理论知识教学环节。商科类专

业对于管理信息系统中技术层面的知

识，只需要了解相关技术如何应用于企

业管理实践，而对于技术本身的原理等

知识不需要深度讲解。精简理论知识可

以降低商科类学生学习本课程的难度，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在

既定的培养方案框架下，也可以为实践

节省学时。 

强化课程实践教学。大学生接触社

会比较少，对企业不甚了解。在课程教

学中，要加强实践内容，可以结合具体

的案例开展案例教学。教师授课要精选

案例，选择学生身边熟悉的应用实例，

分析各类技术的应用场景。也可以逆向

开展，给出特定的应用场景和问题，让

学生设计和分析可用的技术。加强学生

对相关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操作，对于

在企业内或其他实践中应用广泛的管理

信息系统，学生能够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和理解。 

3.2充分利用其他形式补充实训

学时 

加大实训室开放力度，让学生充分

图 1 管理信息系统教学效果提升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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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课余时间自主探究。加强校企合作，

带领学生走进企业，邀请企业走进校园，

使学生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需求，

以及企业在信息管理方面的实践做法，

加深对课程的理解。充分利用第二课堂、

学科竞赛等，训练学生各类信息系统的

应用能力。 

3.3教学方式多样化 

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教学。近两年

来，线上教学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在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中，应充分

利用中国大学MOOC、超星学习通、智慧

树、雨课堂等线上教学资源和教学工具

开展课程教学。教师通过线上教学平台

提前发布教学任务，学生随时随地进行

预习。课后学生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进行

知识的巩固复习，不懂的问题可及时跟

老师互动交流。同时，互联网上也有许

多应用广泛的免费管理信息系统软件，

可以让学生下载使用，从而充分扩展课

程理论和实践内容的学习。 

进行引导式、互动式教学。互动式

教学法以师生“双主体”为基础，让教

师和学生的思维产生碰撞，激发教学双

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探索性。在“管

理信息系统”授课过程中，教师以引导

为主，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营造紧张

又活泼的氛围，让课堂活起来。例如：

笔者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授课时，使

用新页生产ERP讲授人力资源管理模块，

把课堂交给学生，使用电子极域教室随

机抽取学生，让学生结合人力资源管理

课程的知识来演示该模块的功能，学生

兴趣高涨。 

3.4加强课程师资力量建设 

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

践经验，真正了解什么样的知识是企业

所需要的，从而有重点地进行授课，真

正做到学有所用。积极开展跨专业师资

整合，组建课程教学团队。聘请信息学

院等具有计算机背景的教师，承担本课

程中与计算机关系密切的部分内容，商

科类专业教师承担会计信息系统在财

务、人力应用等方面的部分内容。同时，

还可以聘请企业从业人员加入课程教师

团队，实现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 

3.5多种考核方法相结合 

课程考核方式具有重要的导向作

用。考核方式不同，所达成的教学目标

大相径庭。根据“管理信息系统”课程

特点，结合课程教学目标，针对目前考

核方式单一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用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即项目实践为主，

学习过程次之，理论知识为辅的课程考

核方式。注重实践应用技能和学习参与

情况。课程考核的公式可以采用：课程

成绩=项目实践×50%+学习过程×30%+

理论知识×20%。 

3.6加强课程思政教学 

课程思政教学，主要是在授课过程

中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可

以充分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例如在学习

财务系统时，融入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等相关内容，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

向；在学习信息化相关理论时，融入信

息安全、正确的舆论导向等方面的内容。

课程思政的融入可以增加理论教学内容

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

而提升教学效果。 

4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在企业中的

深度应用，企业管理人员需要熟悉各种

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管理信息系统”

课程在商科类专业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

高，如何让本课程知识更好地被学生理

解并使用，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更

好地服务现代企业管理，成为 有力的

工具，仍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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