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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单一课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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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经管大类专业提取影响专业素质形成的最重要知识单元，进行单一课程教育，它是通识教育在具体专

业领域的表现。本文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选修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的学生为实验对象开展此次实验。前后共有约

1 000 人参与该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专业通识课程具有明确的提升学生专业素质的效果，而且专业通识课程的授课

模式也利于各教师发挥自己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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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flec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a specified field, we collect essential knowledge that may help to form the

overall quality of business majors and deliver it in a single curriculum. The experiment has been firstly carried out in Zhejiang Industri-

al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ith over 1000 participan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 business field helps to im-

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This teaching mode also offers importunity for teachers to display their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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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一词是20世纪40年代从英文“gener⁃
al education”中翻译过来 [1]，它是以提升学生素质

（特别是社会性素质）为教育目的，已成为当今教

育界实践与研究的亮点。从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调

查结果来看，除自然科学以外，多数毕业生就业的

专业对口度并不高。有学者认为大学应强调通识教

育，研究生强调专业教育。[1-2]事实上，高职高专院

校也应重视通识教育。[3]文献检索发现，研究通识

教育的文章很多，但从专业大类作为观测点，探究

通识教育提升学生具体专业素质的研究并不多见。

虽然，部分院校开展类似经管能力训练等课程来提

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研究发

现，此种训练过于碎片化，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基于经管类专业

大类通识教育单一课程的实验，以系统的专业知识

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其迁移能力。

一、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开设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1. 当前的专业通识教育开设缺乏系统性

经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企业培养经营管理

人才，而经营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企业特定运营岗位

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经济、商务谈判、公共关

系、社交礼仪、财务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知

识，同时还要具备办公、写作、演讲与沟通技能。

目前我院经管类专业往往是按照特定专业的培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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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专业公共课平台中选择开设几门相关的课

程，但是这些课程往往是相互独立的，缺乏对经管

类专业素质系统化和综合化的把握。

高职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有必要通过单一课程

来实现，这门课程应该基于系统化与综合化原则进

行模块化设计，体现经管类各专业技能的相互支撑

作用，形成系统的技能体系，引导学生整体认知不

同的商业活动情境，满足经管类所有专业的岗位需

要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2. 当前的专业通识教育缺乏综合性

鉴于目前的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是孤立

的，分开执行的，缺乏对专业素质的综合提炼。因

此，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单一课程的主旨就是提炼

归纳经管类专业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专业素质，用

以明确的训练，用以明白地作检测使用。当需要提

炼、检测的是一个大类的专业素质，而它的知识内

容又非常丰富，则有必要在该知识群中提炼构建核

心素质的元素，把它们串接起来，通过传授，以网

膜形式被学生们持有。学生可采用“网膜”（如图1
所示）兜住他所学习的内容，收获有意无意进入的

好的信息和自己创新的想法。

从知识性素质特点看，很多内容需要一定的重

复才能把握（如管理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自己的

专业是学当管理者，但却需要教师不厌其烦地耳提

面命才能时时以管理者的要求提醒自己）。经过精

心提炼的构建核心素质的元素，通过通识课程重复

讲授，不但不会出现多余，而且应属必要。

（二）开设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单一课程的可

行性

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以单一课程形式设计与传

授对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存在着可行性，其主要理

由是：首先，经管类专业知识彼此之间具有相通

性，它们的经济学语言是共同的，可以用共识的概

念与逻辑表达相互都需要用到的理性认识；其次，

经管类专业知识彼此之间具有依赖性，它们在解释

经济管理现象中各司其职，同时又需要相互补充才

能显示完整；此外，开设经管类专业的单一通识课

程符合经管类专业学生知识素质体系化的需求，也

符合其他专业学生常识装备社会化的需求。以单一

课程串接一个大体系的知识素质养成模式既能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现时代知识体系细化后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普遍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现时代经

管知识素质的社会普及要求。

二、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单一课程实验
基础

在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单一课程的实施过程

中，我们认为关键要点是把握教材编写、教研团队

组建和授课原则制定等，才能确保课程实施的质量。

（一）编撰适宜的教材

作为一门课程，其灵魂需要由教材来体现。于

是，设计的教材应该照顾经管学科各方面的内容，

照顾教学时间体量，照顾课程运作的节奏，需要大

致能适合经管类通识体系性需求。教材将禀承活

泼、精当的原则，把课程制作为微单元，以微课形

式设计，强调知识的普及性、通用性，重视能力的

提升又照顾学科系统的重点。我们认为，这一形式

上的选择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

它的前沿性、可读性，跨越学校的界限传播到更大

的范围。微单元设计便于与现代工具结合起来，它

符合现代教育中对学生课堂中“注意力持续时间”

研究成果提出的要求。

（二）组建有实力的教研团队

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内容的课程，它具有很大的

原创性要求，且国内外尚无相应的教材，必须组建

一个有实力的教研团队才能完成该课程实验。首

先，教研团队成员应当具备丰富的专业教学经验，

才能胜任专业通识课程里相应模块的教学任务。其

次，教研团队成员应当具备良好的教学研究能力，

尤其是要具备出版本专业领域教材的经验。教学团

队必须拥有全面的专业知识体系和良好的写作能力

才能保证研究的成功。

（三）设定特别的授课原则

经管专业通识以单一课程来汇总授课，该课程

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应由多位老师组成授课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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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的网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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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教学任务。教师既要讲授独立性知识单

元，又要重视知识的相关性。教师通过共同商讨，

处理不同教学模块之间的衔接问题，尤其是授课教

师间的边缘知识，对授课教师的要求很高。在授课

过程中，教师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涉及专业间的

边缘知识。讲授内容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与一体，才

能让学生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领略知识的浩瀚，提

升其素质与能力。

（四）进行网络公开课实验

依托专业资源库建设，把经管类专业的通识课

程进行网络在线课实验，并探讨课程实验效果，这

也是我们意图要进行的实验工作。一般认为，网络

在线课程具有这样的课程特征：（1）能自由取得资

源。不需有学校的学籍也可以使用。（2）没有学生

人数限制。许多传统课程师生比都很小，但基于专

业资源库的网络在线课程是设计给广大师生使用

的，没有课程人数限制。为了使这一课程形式有更

大的受众，获得高效率，基于专业资源库的网络在

线课程将是该教育形式的一个重要实验内容。

三、经管类专业通识教育单一课程实验

实验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进行。课程以

64 课时来设计，分二大块，即（上）与（下），各

32 时课时。参与实验学生的总人次接近 1 000 人，

有18 个班级，分三个学期实验。

（一）实验对象

高职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专业素质应该有它的专

业知识体系来保证，其专业知识体系应该包含经济

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经济贸易、财会、统计、金

融及经济法等内容。但是事实上，各专业常受学科

课程设计框架的约束，很难全面开设这些内容，知

识体系的漏失成为我国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设计的

普遍缺陷，素质养成的全面性与重复性不足又让良

好习惯难以形成。就高职非经管类专业学生来说，

由于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对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迫于

社会化素质提升的压力，非经管类专业也被要求在

较短时间内跨学科了解经管类专业的基础知识，提

升相应素质。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的开设对其它专

业（不仅是文科，还包括理工科）也有必要。

（二）实验组织

为保证研究成功，必需对实验进行认真的组

织。首先，在团队方面，需要研究组织的团队结构

特点，要求团队成员在相关领域有足够的授课与写

作经验，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次，在思路方面，强

调统一性。特别体现在通识课程教材的撰写要求

上，必须把已有的各专业知识体系按思路统一要求

进行整理、表达；第三，在专业知识关系方面，强

调要有一定的包容性，不要怕与专业已有课程的知

识重叠，理解边缘适当重叠的有利性，理解适当频

度的重复是好习惯养成的基础；第四，在撰写风格

方面，强调活泼、精当的撰写原则，强调微单元形

式，强调体量的规划要求，强调教材整体自洽等

等。实验组织既强调知识的普及性、通用性，又重

视能力的提升以及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

（三）实验前期工作

因为课题是基于实验的对课程的研究，所以，

调查是所有工作的前奏。课题组先行在学生中进行

了调查，了解学生在经管类专业素质养成过程中的

需求，继而在教师中进行调查，通过访谈，了解教

师在经管类专业学生素质养成过程中的作用，了解

表1 学生需求调查情况汇总

专业素质内容

对经济学原理性知识体系的
了解

对国际贸易知识体系的了解

对经济知识运用的能力

对管理知识体系的了解

对管理能力的掌握

对经营知识体系的了解

对经营知识运用的能力

对财会知识体系的了解

对财会知识运用的能力

对统计知识体系的了解

对统计能力的掌握

对金融知识体系的了解

对金融知识运用的能力

对经济法知识体系的了解

对经济法知识运用的能力

创新的意识和思维习惯

创新的基本思想方法和手段

对新技术、新观念的跟踪与
鉴别能力

专业素
质的重
要性评
价/分

63
65
70

77.5
75

87.5
85

77.5
82.5
82.5
65
75

87.5
65
70
75
85
81

自己在该
专业素质
上的水准
评价/分

60
55
65
75

67.5
70
75
75

77.5
75

62．5
65
50
55
60
73
45
66

需求
率

+3
+10
+5

+2.5
+7.5

+17.5
+10
+2.5
+5

+7.5
+2.5
+10

+37.5
+10
+10
+2

+4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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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课程才是适宜的课程等。针对调查的结果编

制了适宜的课程教材，希望通过适宜的教材开展教

学活动，推动经管专业的素质养成，详见表1。
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

创新活动，为了进一步的探讨，课题组在课程实现

的过程中依托专业资源库建设项目进行了网络在线

课程的开发。

四、实验结果分析

本研究分A、B、C三个班级进行，班级人数分

别为 49人、30人、34人，调查分为课程内容对专

业素质提升的重要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两方面，具

体如表 2所示。高职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有效性验

证研究主要选择三个方面：专业知识能力提升方

面，相关课程替代与补缺效果方面，学生学习效率

提升方面的探讨。实验证明，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

的研究、设计、教材编写与讲授，对提升经管类学

生专业素质成效显著。

由表 2不难发现，我们所调查的所有项目分值

皆大于70，显示为有效。但是，我们的研究样本尚

小（只有 114 名学生），实验频度不足（只有两学

年的试验），采样研究也不算充分（只对典型的 6
个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尚须在更大范围内开

展，应该在更多频度的实践中得到完善。[4]

五、结语

通识教育成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点，

它也需要在具体的专业中体现，由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的《经管与财税通识基础教程》一书作为经管

专业的单一通识教材，它意图揭示这一专业的一般

素质培育之需求与养成模式。作为通识教材，我们

主张由多个作者一起撰写，这样便于集中多位作者

的知识与领悟。我们还主张一个教材中有各作者自

己的特点、写作风格及知识表达形式，它不要求作

者的表述是最权威的，而是要求开放的，它能带动

人们去想象。教材大多采纳经管、财税学科中一般

性的说法，较为浅显的观点，这样的选择结果是便

于人们贯通“专业知识”，使通识达成。

钱伟长说过：“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就是会思考

问题的，今天你学的可能是数学，明天你从事的可

能是别的东西，关系不大的，因为处理各种事务的

办法都是一样的。”[5我们认为，接受过通识教育的

学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专业的局限性，能够从

更加宽广的范围以及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方法。同时通识课程不同于科普，它要求课

程内容兼具知识的前沿性与通俗性，同时还要具有

贯通效果，从而使学生的专业素质得到整体性的提

升，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专业习惯。

表2 高职经管类专业通识课程有效性检验

调查大类

专业知识能
力提升方面

对相关课程
替代与补缺
效果

对学生学习
效率的提升
方面

调查项目

经济学原理性知识体系
的了解

经济知识运用的能力

创新的意识和思维习惯

创新的基本思想方法和
手段

通识教学方式是否能够
替代相关课程

从专业知识获得的角度
评价通识课程的学习效
率

分值

70.5
70.2
71.6
72.3

71.8

72.5

校准分

＞70
＞70
＞70
＞70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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