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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管理学原理》课程为例，探索基于“理解为先”（UbD）理念的课程思政教学路径。通

过设定大概念、设计基本问题和表现性任务，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学习内容。教学实践表明，该

教学设计有效打破了学生对管理理论“抽象”的刻板印象，显著提升了学习主动性与理论应用能力，并

在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目标协

同融合的实践路径：以“大概念”统领课程设计；以“基本问题”激发学生深度思考，推动价值内化；

以“表现性任务”实现知识掌握、能力提升与价值引领的协同融合，为管理类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

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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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 This study takes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cours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IBE) pathway grounded in the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framework. By establishing 
big ideas, designing essential questions, and creating performance tasks, the approach guides students to comprehend the 
content in authentic contexts. Teaching practice demonstrates that this instructional design effectively breaks students’ 
stereotype of management theories as “abstrac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ir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ability to apply theory, 
and positively contributes to their sense of teamwork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goals: using “big 
ideas” to guide course design, “essential questions” to stimulate deep thinking and promote value inter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tasks” to achieve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skill development, and value shaping. 
This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CIBE in management-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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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现状
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课程思政”以来，课程思政

逐步成为高校育人的核心任务[1]。2017年以来，教

育部陆续出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重

要文件，推动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融入各类课

程之中，构建协同育人格局[2-3]。2022年《全面推

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强调课程

育人与社会现实结合，明确提出推动思政小课堂

与社会大课堂同向同行[4]。2024年新时代学校思

政课建设推进会则提出更高要求，强调构建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

材体系[5]。
从政策路径看，课程思政的推进经历了从理念

引入到制度建设、从教师能力提升到教学改革深化

的演进。当前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围绕课程

建设目标、聚焦课程思政元素遴选课程知识点、构

建课程知识体系，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课程

内容与思政目标真正协同共建、内嵌融合[6]。

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管理学原理》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

性核心课程，同时也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辅修课

程，具有高度的社会实践导向与价值引导空间，是

推动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以

UbD（Understanding by Design）理念为指导，有助

于从学生深度理解出发，围绕“预期成果”反向设

计教学内容与评估方式，促进课程目标、教学过程

与思政目标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和嵌入融合。本研究

意在通过实践探索，提出基于UbD理念的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策略，为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

实践提供具有借鉴性和可操作性的设计经验。

3  研究目标

本研究具体研究目标如下：

（1）探究如何构建以学生深度理解为中心的

课程知识体系。以《管理学原理》为例，运用UbD
理念提炼大概念，并根据大概念设定基本问题与基

于理解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评估方式。

（2）分析在UbD理念指导下，课程思政目标

如何通过教学设计的隐性结构实现“润物细无声”

的价值引领，探索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目标协同融

合的实践路径。

4  研究内容与实践

当代美国教学改革专家格兰特·威金斯（Grant 
Wiggins）与杰伊·麦克泰格（Jay McTighe）
在 《 追 求 理 解 的 教 学 设 计 》 一 书 中 提 出 了

UbD（Understanding by Design）理念[7]。该理念

以“学生理解”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从学习的最

终意义出发来反向设计教学过程，为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4.1  以“大概念”引导价值内涵挖掘，提出
       具思政意蕴的基本问题

课程知识体系的设计应根植于对课程预期成

果的深度思考。正如詹姆斯·L·默塞尔（James L. 
Mursell）所指出：“成功的教学是指那种可以带

来有效学习的教学。决定性的问题不在于运用什么

样的方法或过程，也不在于这些方法或过程是过时

的还是现代的，是久经检验的还是尚处于实验阶段

的，是传统的还是进步的。所有这些思考或许是重

要的，但都不是最终的结论，因为它们只是手段而

不是目的。教学成功的终极指标是——结果”[8]。
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发现，UbD理念强调教学设计应

着眼于那些能够引发学生深层理解并赋予学习以意

义的“大概念”，以“大概念”统领教学设计[7]。
所谓大概念，是指那些在多个学科领域中都具有核

心地位和广泛应用的概念，它们能够作为连接不同

学科知识的桥梁，帮助学生建立起更为全面和深入

理解的核心概念。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这些概念不

仅承载着专业知识的关键内涵，也体现了教育者所

期望学生形成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导向。

以“期望理论”为例，教师团队凝练出“有

效激励与团队合作”作为大概念。该概念涵盖个体

动机激发、团队协作与组织目标实现之间的动态关

系，既体现了管理学的专业深度，也蕴含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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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尊重差异”等课程思政的价值导向。在

此基础上，围绕大概念提出基本问题，所谓“基

本”通常有六个衡量指标，分别为：真正引起对

大概念和核心内容的相关研究；激发对更多问题

的深度思考；为学生提供考虑不同观点，论证自己

想法的场所；激励学生对大概念、假设和过往经验

教训进行必要反思；激发与先前所学知识和个人

经历的有意义联系；为迁移到其他情境和学科创

设机会[7]。基本问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综合

性的基本问题，这类问题指向更通用的、可迁移的

理解，本课例中“个体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

同年龄段员工有哪些共性需求？”“个体需求在多

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心理知觉？”等问题促

使学生从社会情境中反思个体与组织、文化与心理

的关联，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本课程的大概念；二是

更加具体的专题性问题，如“期望理论的优势与局

限性是什么？”“有效激励应满足哪些条件？”“

组织如何诊断激励机制的有效性？”等，这一系

列问题由易到难、由浅到深帮助学生理解理论框架

并能够在其指导下进行分析与应用。基本问题的提

出，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对激励理论知识的理解，也

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形成尊重个体、勇担责任、服务

社会的价值认同。表1表1为“期望理论”课例的教学

设计思路与过程。

4.2  架构理解，落实立德树人目标

阶段一：明确理解目标，聚焦思政价值指向

明确基本问题之后，教师需站在学生角度思

考学生应该理解什么，即确立“预期理解目标”。

预期理解目标相应地也可分为综合性与主题性理解

目标两个方面[7]。本课例中，教师团队讨论后提

出：学生完成学习后应理解“组织中的个体存在多

样的工作价值观”；“个体需求因年龄、社会角色

和文化背景而异”。这类理解目标旨在引导学生构

建跨情境迁移的理解能力，属于综合性理解目标。

同时，学生还应该理解“激励制度应围绕‘激发员

工动机’展开”；“有效激励需强化“努力-绩效-
奖励-需求”之间的逻辑链条”；“在知识型劳动背

景下，激励设计应充分考虑员工的情感、价值观与

个性，领导者应助力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等专业知

识，属于主题性理解目标。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知识

掌握，也内嵌着鲜明的育人导向。

阶段二：设计理解导向的教学任务

在明确理解目标之后，教学任务就可以有效

开展设计，这也是构建以学生深度理解为中心的课

程知识体系的关键。UbD理念强调教学任务设计应

聚焦“真实问题”，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并整合所学

知识灵活应对挑战，从而提升迁移能力。本课例围

绕综合性理解目标设计了学生查阅国内外关于工作

价值观的调查数据，并访谈3-5位不同时代背景的

从业者，归纳其动机特征与价值取向，以理解文化

背景对个体差异影响的学习活动。针对主题性理解

目标，本课例挑选了两个管理案例，第一个课堂案

例引导学生根据期望理论来大胆预测员工行为，第

二个案例引导学生基于期望理论设计一个可行的激

励方案，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助力学生达到“能解

释”、“能阐明”、“能应用”的理解目标。同时

引导学生反思“我学到了什么？”“如何优化自我

激励策略？”让学习成果内化为自我成长与职业发

展的动力，努力引导学生达到“能洞察”、“能神

入”、“能自知”的更高阶的理解目标。

阶段三：构建多元评估机制，促进知行合一

为了评估学生学习成效，在单元学习期间，可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估来收集证据。通常，搜寻

的证据包括观察和谈话、传统测试、表现性任务以

及学生自我评估[7]。本课例围绕预期目标，设计了

如下评估活动：一是传统测验，检验学生对期望理

论三对关系等核心知识的掌握；二是表现性任务，

包含：鼓励学生结合小组合作经验，分析成员动机

并优化激励机制；模拟科技企业研发经理，针对“

成就动机强但沟通能力弱”的员工制定激励方案。

通过以上方式，推动学生在知与行、理与情之间实

现深度融合。

5  研究总结
5.1  研究收获

基于UbD理念，团队教师系统挖掘《管理学原

理》中具有育人价值的大概念共32个，经过202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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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实践，调查结果

显示：相较于传统教学中学生对理论的片段式、抽

象化理解，UbD路径下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跳出

机械记忆，主动融入真实情境开展探索，逐步完成

从“被动听课”到“主动建构”的学习转变。学生

反馈中普遍提到，他们开始将管理学思维运用于现实

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更加注重尊重他人、协作共赢与

责任担当，体现出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融合。

从课程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出发，UbD理念下

的课程思政实践对管理类课程提供了如下启发：

第一，以“大概念”统领课程设计。在传统教

学中，管理学内容往往呈现出知识碎片化、案例分

析工具化的问题，学生难以形成结构化理解。UbD
方法强调以“大概念”贯穿教学全过程，在本课程

中，“有效激励与团队合作”作为核心概念，贯穿

教学任务、问题设计与评估活动，不仅提升了课

程内容的系统性，也帮助学生建立起跨情境的认知

框架。在知识体系构建中，强化对大概念的提取和

整合，可以更有效地构建课程知识体系，促进学生

从“知道”到“理解”的转化。

第二，以“基本问题”激发学生深度思考，推

动价值内化。基本问题具备较强的现实关联性和开

放性，不仅有助于激发各类学生的思考兴趣，也能

够增强学生主动和社会大课堂建构联系的意愿，是

实现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实践表明，从学生

经验出发，设计具有争议性、迁移性、与社会密切

联系的问题情境，能更有效地引导学生形成更加成

熟和多元的价值判断。

第三，借助“表现性任务”实现知识掌握、能

力提升与价值引领的协同融合。表现性任务并非知

识的简单再现，而是将知识、能力与价值整合于复

杂的现实问题中，形成具有挑战性的真实任务。在

专业课程设计中，要求学生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具体

情境，并结合社会实践进行反思，不仅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更能促使其从中感悟学习的

意义和价值。通过嵌入真实任务，引导学生在“做

表1表1 基于UbD理念的“期望理论”教学设计思路与过程

大概念 基本问题 阶段一：设计预期理解目标
阶段二：基于理解开展

教学任务设计
阶段三：基于理解开展评估设计

有效

激励与

团队合

作

综

合

性

问

题

个体工作的目的有哪

些？

综合

性理

解

学生将理解：

（1）组织中的个体

拥有不同的工作价值

观；

（2）每个个体的需求

因年龄、社会规范、

家庭期望的不同而不

同。

查阅权威机构的工作价

值观调查报告，并对身

边3-5名不同年龄段个体

的工作价值观、需求和

动机取向做一项调查。

（1）需要

熟悉的知识

（传统测

验）

小测验：期望理论的激励力公式

是什么？

不同年龄段的员工有哪

些共性需求？

简答：请解释期望理论中传递组

织期望的三对关系及其内涵。

个体需求在多大程度上

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心理

知觉？
（2）需要

掌握的知识

（表现性任

务设计）

以你所在的本课程小组团队为

例，请分析在过去的合作中，每

个成员参与小组合作的心态和

需求，描述每个同学的参与度

表现。假设你是组长，你们即

将再次合作完成一个重要的团队

作业，提出激励小组成员参与

的做法。
专

题

性

问

题

期望理论的优势和局限

性是什么？

主题

性理

解

学生们将理解：

（1）激励制度应围绕

激发员工动机展开；

（2）有效激励需强

化“努力-绩效-奖励-
需求”之间的逻辑链

条；

（3）在知识型劳动背

景下，激励设计应充

分考虑员工的情感、

价值观与个性，领导

者应助力员工实现自

我价值。

（1）结合特定案例，

学生能够预测案例中个

体的行动选择，并解释

原因。

（2）结合特定案例，分

析案例中团队成员的职

业生涯阶段、敬业度以

及对团队的贡献，结合

期望理论，提出如何强

化激励链条，增强团队

激励有效性？

（3）我学到了什么？下

一次我会如何应用于激

励自我的策略调整？

有效激励应满足哪些

条件？

（3）大概

念和核心任

务（表现性

任务设计）

假设你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的研发

部经理，如果其中一位项目领导

具有极强的成就取向，专业能力

强，但缺乏与团队成员的互动和

沟通意识，请结合该人格特征，

制定激励这类员工的方案。

组织如何诊断激励机制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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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做中思”“做中悟”，是实现价值认同的

有效路径。

5.2  研究展望

通过对本课程知识体系展开教学研究和实践，

探索出一条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融合

的有效路径。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对“大概念”

与“基本问题”的凝练应与社会“大课堂”的发展

变化紧密衔接，并不断优化。展望未来，课程应顺

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动态更新知识体系，

推动“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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