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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学位扩招给 M BA 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对 M BA 项目外

部环境的显著变化进行分析,依据心理学关于情境认知的相关理论, 提出 M BA 教学改革

模型,并据此预测 M BA 教学方法改革的趋势, 提出我国现阶段 M BA 教学方法改革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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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日益增加,我国的专业学位教育在近年间出现了跨

越式发展。作为我国第一个专业学位项目, M BA

项目被誉为 商界领袖的摇篮 , 是培养现代化高层

次管理人才的重要渠道, 为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

做出了重要贡献。二十年间, 我国设立 M BA 项目

的院校已从开始的 9所发展为现在的 236 所, 每年

招收的学生超过 2万名, 累计招生的人数超过 15

万,毕业人数超过 8万。在专业学位扩招的背景下,

MBA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培养院校增多、学员数

量增多、企业需求增多等 三多 现象。培养院校增

多意味着更多缺乏培养经验的培养单位的出现;学员

数量增多,对MBA教育提出了 量产 的难题;企业面

临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需要 既专又通 的管理者,

这些因素都使 MBA项目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从企业、商学院、学员三个 MBA 项目参与

者的主要变化为切入点, 分析 M BA 教学环境的变

化,总结近年来国外 MBA 教学方法的特点, 运用情

景认知的视角解读这些变化,对 M BA 教学方法的

变革提出一些初步思考。

二、M BA 教学环境变化

MBA 教育的主体主要有 MBA 学员、商学院、

企业。M BA 学员是 MBA 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商学

院是 MBA项目主要提供者,企业是M BA项目主要

雇主。学员多元化、商学院差异化、企业的复杂化及

三者相互影响是 M BA 教学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学员多元化



地域性差异、年龄差异和收入差异是形成 M BA

学员多元化的主要因素。近年来, M BA 学员的低

龄化、低成熟度、低收入群体越来越多, M BA 的个

人素质和创新创业能力正大打折扣,给 M BA 教学

带来了挑战。此外, MBA 学员的学习动机也有很

大不同。根据日本学者狩野的 KANO 模型, 笔者将

MBA的学习动机分为三类:补充知识、提升技能的

需求属于基本需求; 依托学校品牌提升个人品牌、增

加职场竞争的砝码,获得更广的人脉资源符合学员

的期望需求;学习前后薪酬职位的提升、个性化培养

方案的运用等和教学效果关联的内容, 构成了学员

的兴奋需求。

(二)商学院差异化

欧美 M BA 项目的设立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种

是依托商学院或者是管理学院建立的, 设立之初就

有浓厚的学术气氛; 另一种是依托工业部门、商界经

费建立的,独立于商学院之外,设立之初即与企业有

密切的联系。这两种途径决定了不同性质的商学院

之间具有天然的差异。但是, 商学院的天然差异不

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内部资源制约着 MBA 培养

时, M BA 培养单位开始在外部寻找合作伙伴, 增强

自己的实力。依托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建立的 M BA

项目开始更多倾听企业需求, 甚至让企业参与到教

学中来; 而独立于商学院之外的 MBA 项目也积极

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以增强自己的研究实力。

(三)企业复杂化

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 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日

趋复杂;企业对人才,尤其是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门

槛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大企业对 MBA 毕业生的要

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学员掌握商业管理技巧、懂技

术、善于分析数据达成管理目标的 硬能力 , 而且要

求其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际关系

拓展能力,乃至契合公司文化及领导岗位 情商 要

求的 软技巧 。同时,作为 M BA 学员的主要雇主,

企业开始参与到商学院的招生录取和培养环节。在

招生录取环节, 企业的管理者参与 M BA 学员的面

试,和商学院一起选拔学员;在培养环节, 企业案例

已经成为 M BA 教学案例; 企业的管理者经常到高

校演讲或者被商学院聘为企业导师,企业和商学院

联合开办 M BA 项目以培训企业内部员工; 在 M BA

课堂外, 企业向商学院的 M BA 学员提供实习项目

或实习岗位, 企业事实上已经在 MBA 教学中扮演

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三种变化的相互影响

M BA 学员、商学院和企业三种因素的变化是

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我们可以描述这种交互关

系如下图 1所示:

图 1 企业、商学院、学员三类因素

在 M BA 教育发展中的相互影响机制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 把企业、商学院和 MBA

学员与外部环境形成一个完整的关系图, 三者的相

互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动态演进

企业、商学院、MBA 学员三者都是开放的、动

态适应所处环境。每个因素是开放的, 与外部环境

交互发生作用,受外部环境制约, 同时, 随着环境的

改变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企业发展在地域上经历了

由国内到国外的发展, 在规模上从小企业到企业集

团的过程。商学院也不断调整理论和实践的比例,

努力实现理实交融,同时注重科学研究作用,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致力满足企业和 M BA 学员未来需求。

而不同的学员知识存量、对教学的接受程度、个人经

历也是不断变化的。

2. 交叉影响

企业、商学院、MBA 学员三者存在交集, 相互

影响。各个因素之间不是被动接受, 而是主动交互。

商学院的科学研究引领企业的发展, 而企业不断向

商学院提出新的要求, 研究成为两者联系的纽带;企

业要求学员兼具 软技巧 和 硬能力 , M BA 学员

的工作能力同时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工

作能力成为二者联系的纽带。商学院完善自身的教

学管理适应学员的需求。三者协同发展, 不断产生

阶段性的平衡。

3. 螺旋变化

企业、商学院、M BA 学员三者与其他因素的平

衡和动态协调是暂时的, 每个因素都会随着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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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或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暂时变化, 进而导致

系统新的不平衡,引起其他两个因素新的变化,从而

实现动态滚动向前发展的趋势。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学员、商学院、企业

三者的变化对商学院的 M BA 教育的 质 和 量 提

出更多的要求。而对于 M BA 的培养, 教学方法是

其中重要一环, 预测未来变革的趋势, 对指导我国

M BA 教育,提高培养质量有积极的意义。

三、对国内 M BA 教学改革的思考

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 我国 MBA 教育发展取

得了一些成绩, 已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 M BA

教育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的培养方式。同时, 我

们也不能忽视, 由于设立时间较晚,并受中国传统教

育理念先入为主的影响, 我国在 MBA 教育上存在

很多先天不足的地方, 而外部环境的急速变化也进

一步向我们的 M BA 教育提出了挑战。因此, 变革

教学管理, 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是我国 M BA 教育

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总结国外 M BA 教育的教学创新, 我们可

以观察到,国外 M BA 教学理念日益呈现出多样化、

合作化与国际化的趋势, 在教学方法上日益重视沉

浸式课程和自主学习。这种教与学的方法与传统的

讲授 灌输式教学有很大差异, 是一种基于 情境

认知 视角的教育理论。传统教育方式满足于为

MBA学员提供确定的显性知识, 对学员个体是否

理解知识、能运用知识关注不足。而 情境认知 是

一种面向 参与者 的知识形成观,学员通过亲自探

索和研究,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获得知识。

这种理论最早由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提出, 他在

其构建的 个人知识观 中指出任何知识的传播都与

两种特性相关: 一是个人隐性知识,二是个人求知热

情。人在求知过程中可以通过 言传 获得的是可重

复的 显性知识 ;但尚有大量不可言传、不可复制的

隐性知识不能通过讲解的方式传播,这些隐性知识

只能在亲自经历、亲自体验、亲自发现、亲自研究的

过程中 心领神会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

威更进一步认为,知识学习只有通过学员亲自在不

确定的情境中寻求某种确定性的结果, 在不确定的、

疑惑困顿的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的情境中学员亲自

探究,形成属于自己的隐性知识系统,才能解决知识

学习有效性的问题,并指出学习者在熟悉的情境中

要比在不熟悉的情境下, 更容易将新信息和技能与

他们已知的内容联系起来。以培养应用型工商管理

人才为目的的 M BA 教育, 需要更准确地模拟这些

情境化知识、隐性知识, 才能满足学员学习的效度。

把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措施置于情景

认知理论背景下, 可构造如下图 2所示的模型:

图 2 情境认知与 M BA 教学方法变化关系示意图

情景认知理论为满足学员多元化、商学院差异

化、企业复杂化产生需求提供了可操作化的教学方

法变革方向。因此, 我们认为商学院可以从基本方

法配合使用、打造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打通课程设置

壁垒、定制灵活培养模式、以及优化具体方法五个方

面入手进行教学方法探索,结合商学院实际形成特

色 M BA 教育。

(一)多种基本方法配合使用

重视基本教学方法要求按照教学方法的特性,

合理组合基本教学方法, 形成匹配性( Fitness)。除

了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 演讲、阅读、课

堂练习、主题讲座、模拟练习、小组或个人的短期项

目实践、资料调查、互动汇报、小组讨论、模拟教学都

是常用的教学方法。基本教学方法的使用与课程性

质相关,不同的课程可以使用不同的基本方法组合。

课堂内,通过案例教学法、讲授、学习小组讨论、

多媒体仿真等方法, 学员经历一个又一个 决策时

刻 培养领导能力;课堂外,鼓励学生去补充他们在

校内研究与校外学习经验,加深他们对商业事务理

解和培养丰富的领导经验。通过课堂内外的变化实

现多角度情境模拟,提高知识的 通透性 ,使学员更

容易获得知识、形成情境认知,进而丰富学员的隐性

知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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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商学院要实现教学资源的广泛共享。商学院在

开办 M BA 教育的同时,往往还开办 M PA、M PM 等

其他专业学位教育项目, 这些专业学位课程体系各

有侧重点, 但也存在交叉和重合的部分。各专业学

位点之间可共享案例库、精品课程、主题报告会、教

室和各类多媒体电子资源, 有条件的实现大学科课

程组,实现跨专业学科的交流整合, 如在 MBA 中心

与 MPM 中心间可建立 项目管理 课程组。

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商学院

需要坚持 以培养为主, 引进为辅;以校内教师为骨

干、企业讲师为补充 的理念, 适当增加管理前沿讲

座,积极丰富完善兼职教师队伍, 共同建设结构合

理、高水平和多层次的专业教师队伍。同时, 需要指

出的是,在商学院发展过程中,要合理配置与使用教

师资源,不仅让教师能 生产 , 还要提高教师 再生

产 的动力,为教师提供多层次深造学习机会, 合理

安排教师科研与教学时间。

(三)打通课程设置壁垒

在课程设置上, 要更加注重课程的综合性、贯通

性以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渗透。综合性课程需

要改变按学科职能讲授各种管理知识的传统做法,

可改变为围绕某个专题, 如 新兴市场的进入 ,把不

同的课程资源集中起来。通过组合战略管理、市场

营销及经济法、公共管理相关课程, 提供给学员 打

包式 的全套定制化课程,实现课程优化的 点面结

合 。这种课程安排,可使学生把握知识体系之间的

复杂联系,培养多向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多学科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采取 模块化 的方

式淡化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界限, 以短课程组合替代

完整课程的开设。

(四)定制灵活的培养模式

在培养模式上, 可以在 MBA 培养方案的基础

上, 设立灵活的培养模式。除了传统的在职 M BA

项目、脱产 MBA 项目、月度集中 MBA 项目外,双学

位M BA 项目、预修M BA 项目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方

向。双学位 MBA 培养模式通过跨学院、跨学校的

合作,如设置软件开发M BA, 可提升特定领域 M BA

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预修 MBA 的设立可以巩固

MBA的教学基础, 让三年以下工作经验的学生提

高学习M BA 的效率。当然,这些创新型M BA学位

的开展需要在 M BA 教育管理政策的指导下进行。

同时,商学院可以提供的多样化培养方式满足企业

多样化的需求,定制课程、多层次的实践训练,可使

M BA 学员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形成更具自信的决

策能力。

(五)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商学院提供的 MBA教育围绕院校核心特色展

开,同时需要注重在各商业领域的多学科、多领域交

叉渗透。有条件的商学院除了本身提供的选修课程

外,还可以鼓励学员选修校内其他院系开设的选修

课程,与其他院系形成合作关系, 为 M BA 学员提供

更多的选课机会和资源。

商学院在自身资源有限或面临资源拓展瓶颈

时,积极寻找可用的教学合作伙伴,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商学院可以和企业、其他高校商学院、独立

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与国内一流商学

院或国际一流商学院强强联合; 在课堂上引入更多

资深企业管理者充当客座讲师, 在课堂外提供课外

国际小组咨询项目、国际实习生计划等方式打造特

色 M BA 项目。在立足自身特色的同时, 在发展中

形成新的特色。

除了以上教学方法层面上的改变, 我们还应该

明确商学院在 MBA培养中的作用。

商学院可以通过改变教学方法适应企业需要,

但商学院不能代替企业对人才的培养。商学院致力

构建的浸入式 ( im mersion) 教学环境、多种教学方

法、情境教学方式来模拟真实企业的实践,形成学员

的隐性知识系统, 进而形成其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但企业自身是不断发展、不断遭遇挑战, 给现在

M BA 学员形成未来适用的知识和能力, 显然是有

一定困难的。商学院不是万能人才培养基地,只能

在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起到有限作用。合格的经理

人需要商学院和企业一起培养, 更重要的是在企业

内部的培养、锻炼。

商学院可以积极探索如何变革教学方法以更好

满足学员和企业需求, 但商学院不能满足学员的所

有需求。事实上, 即使再完备的显性知识传播, 依然

受到学员自身知识系统导致的 过滤 ( Filter)。处

理好教学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需要 M BA 培养单位

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学习观,设计更新颖、更富实效

的教学模式以吸引学员,满足普适性的需求。同时,

也需要引导学员不断完善知识架构, 促使其认识到

学习效果差异性的天然存在。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

看, MBA 教育的效果是商学院、企业、M BA 学员三

者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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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eform Trends and Strategies of MBA Teaching Methods in China

LU O Biao, ZH ANG Yan bing

( Univ ersi t y of S ci ence and T echnology of China , H e f ei , Anh ui 230016)

Abstract: Enlar ged enrollment fo r pr ofessional deg rees creates new oppo rtunities as w ell as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 f

M BA education. Through an analy 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ex ternal environment of M BA prog rams and t heo ries o f situational

co gnition, a model is presented for the r eform in M BA teaching , t he fo recast of tr ends in M BA teaching method

transformat ion, and the str ategy of M BA t eaching met hod refor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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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stablis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WANG Zhan jun

( H ig her E du cation E valua tion Center , M ini str y of E duca tion , Bei j ing 100011)

Abstract: In China w e have established a quality assurance sy stem o f gr aduate educ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 s, which has led to

gr aduate education im provement w ith quality assessment as its cor e contents. At this significant new beg inning, w e need to

explo re the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cusing on g raduat e education improvement that adapts to the new times and create a

good institut ional and cultur 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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