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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和发掘信息资源 培育学生学习能力

—
对市场营梢课程引入案例式教学法的探讨

毛 梅
(西安外国语大学 商学院

,

陕西 西安 71 01 28 )

[摘 要〕 案例教学对市场营销课程极为重要
。

我国学生对案例教学的满意度较低
,

其中有教师
、

学生

以及案例资源等多方面问题
。

但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引导最为关键
。

好的教师应该能够带领学生深人到案例学

习中
,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

以整合信息
、

充分发掘信息资源为特点的引人式教学法较好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
,

但在运用中需要注意对引导的度的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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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案例教学为学生创造了接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机会
。

它通过提供一个具体的企业管理的场景
,

让

学生以管理者的角色对企业经营实务进行决策
,

使

学生有机会了解现实中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

以及

应该如何去应对
。

为了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
,

学生必须在透彻理解课程理论框架和要点的基础

上
,

充分考虑企业周边的实际形势
、

企业 自身状

况
,

通过讨论
、

分析
、

推理判断
,

针对企业的具体

问题找出自己认为最佳的方案
。

这一过程自然地将

理论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
。

二
、

案例教学存在问题的分析

案例教学源于哈佛商学院
,

今天已经被世界各

地的商学院广泛接受
,

成为西方国家管理类课程教

学的主流方法
。

其所用课时一般占总课时的 1/ 3 以

上
,

有的甚 至达到 90 %
,

如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两

年中要学习 4(X〕一 以X)个案例
。

我国的案例教学起步较晚
,

始于上世纪 80 年

代
。

不论在教学方法
、

教学手段
,

还是教学资源上

都显得很不成熟和不充分
。

有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

我国以北大
、

清华
、

人大
、

上海交大
、

厦门大学及

复旦等为代表的最优秀的商学院中
,

从本科生到研

究生
、

MB A 普遍对案例教学有较高的认知度
, “

有

89
.

3 %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很重要
”

(何志毅
、

孙

梦
,

2(X) 5)
。

由于认识到其重要性
,

学生对案例教

学抱有较高的期望
。

但是调查结果却显示学生对案

例教学的实际满意度并不高
。 “

只有 巧
.

0 % 的学生

对案例教学效果感到比较满意
,

感到差和很差的比

例为 27
.

8 %
”

(何志毅
,

孙梦
,

2田5 )
。

这说明作为

案例教学的受体一学生
,

尽管对案例教学有很大的

认知和期望
,

但当前的案例教学并没有达到学生的

预期
,

产生令其满意的效果
。

笔者在与其他同行的

探讨中发现
,

作为案例教学的实施者一教师在主张

案例教学极其重要的同时
,

相当部分的人同样也认

为当前的案例教学并不成功
。

归纳原因集中于这样

几点
:
案例教学在总课时中所占比例偏小 ; 案例资

源不足
,

尤其缺乏高质量的本土案例 ; 案例陈旧
、

时效性差 ; 案例获取渠道不畅 ; 学生缺乏积极性
。

诚然
,

以上的确是目前我国案例教学不成功的

现实因素
。

但丰富的案例资源
、

时效性强的本土案

例只是优化了案例教学的物质资源
,

这些
“

死
”

的

素材必须经过人的行为作用才能变
“

活
” 。

笔者认

为案例教学的组织尤其是教师的正确引导对案例教

学的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

用
。

如果教师的引导到位
,

能够帮助学生充分发掘

案例中的信息并结合相关理论加以分析
,

那么案例

本身的
“

新旧
”

及地域性就不那么重要了
。

因为不

论是本土的案例还是外来的案例
,

其中记载的内容

都是现实中企业面对的真实事件的反映
,

不论发生

在什么环境
、

什么时间
,

以及什么地方
,

这些事件

中所蕴含的经济学
、

管理学的基本原则和原理是相

同的
。

尤其一些被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公认的经典案

例往往有几十年
、

甚至上百年的历史
,

而且其中记

载的事件并非都发生在各商学院的所在国
。

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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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案例教学的成功与否
,

关键在于案例教学的引导

者是否能够带领学生将案例中蕴含的经济学
、

管理

学
、

营销学的原理充分挖掘出来
,

使学生通过案例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

通过案例看到理论在实际

经济事件中的反映
,

获取对理论的感性认识
。

在教

学中笔者体会到如果教师对案例信息把握不充分
,

不能够挖掘案例中的隐含信息并用理论加以解释
,

那么学生学习案例的兴趣就会大大削减
,

积极性和

主动性也大打折扣
。

何志毅
、

孙梦 (2(X) 5 ) 的研究

也表明在上述我国最优秀的 6 所商学院中造成学生

对案例教学效果不满意的主要因素是教授的教学水

平
。

不满意教学水平是一个较笼统的说法
,

这里实

际隐含着学生期望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能够给予其更

多的启发
,

不只是对案例中人人都可见的信息的总

结
。

三
、

引入式案例教学法的实践探索

作为一种实践性
、

参与性较强的教学模式
,

案

例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

力
。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作为主角主动地提出问题
、

研究问题
、

陈述己见
,

从而获得新知
。

但是由于知

识面有限加之专业理论功底欠缺
,

学生在案例教学

之初往往只能从案例中攫取有限的信息提出一些表

象而简单的问题
,

不能察觉到案例中隐含的值得考

虑的更深层问题
。

如果这时得不到教师及时的启发

式引导
,

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就会停留在信息的表

层
,

难以深人下去
,

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对案例教学

的兴趣
。

引人式案例教学是在开展案例教学的最初

阶段
,

教师给予学生适时
、

适度的提示
,

帮助学生

发掘信息
、

分析问题
,

引导学生进入案例从中实践

有关理论知识
,

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 目

的
。

1
.

案例教学中引人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教学方法
,

案例教学将学

生推到前台成为教学的主角
,

学生必须主动探索
、

独立思考
,

处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

这对

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习惯于以教师为主体
,

从课本

到课本的讲授式教学法的我国学生而言
,

一下还很

难适应并完成角色的转换
。

在传统教学法下成长起

来的中国大学生
,

更愿意被动地接受理论传授
。

因

此在案例教学进行的初期
,

教师必须通过问题提示

和启发性的解答
,

引导学生进人案例事件中
,

帮助

学生完成角色转换
,

学会如何参加案例课程
。

受应试教育影响
,

中国学生已习惯于接受教师

给出的
“

标准答案
” ,

缺乏主动思考问题的精神
。

在案例教学中他们也存在着较重的依赖心理
,

期待

着老师给出所谓正确答案
,

缺乏创新精神和 自信

心
。

而案例教学实施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在于学

生的参与程度和能否大胆假设
、

推测甚至进行合理

的想象
。

引入式案例教学法下
,

教师对信息的深人

挖掘和剖析可以带动学生大胆
、

深人地思考案例中

隐含的深层次问题
,

激发其兴趣
,

培养其创造性思

维
。

2
.

整合信息
、

充分发掘信息资源是引人式案

例教学的主要特点

案例是对经济生活中真实事件的纪录
,

虽然经

过专家加工和编写
,

但为了忠实于原始事实
,

信息

往往琐碎
、

庞杂
。

尤其一个综合性营销案例包含有

与一个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有关的宏观背景资料
、

微

观市场环境
、

企业的营销策略等等
,

信息量大且涉

及范围广
。

这时对信息进行分类
、

整合就显得尤为

重要
。

但是学生阅读案例往往出现两个极端
:
一是

粗枝大叶
,

浮于问题表面忽略很多有用信息 ; 二是

过分注意细节
,

没有归纳和总结
。

这两种情况实际

上反映了中国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懒于动手动脑
、

习惯吃现成饭及分析能力欠缺的问题
。

因此在案例

课程开始的前两次课中
,

教师应当及时给予指导和

纠正
,

帮助学生尽快进人到案例课的学习中
。

例如

笔者在
“

Ge ne 过 M o to玲 : Cadi Uac
”

案例教学中让学

生分析
“
Cad illa c ”

的市场环境对其影响
。

学生虽

然从案例中看到了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变化对 日本汽

车出口美国产生了影响
,

但是没有系统地分析在汇

率的多次变化下 日本汽车厂商的应变行为
,

并因此

给
“
cadi uac

”

带来的影响
。

对此问题我首先告诉

学生认真阅读案例是案例学习的第一步
,

然后让他

们找出案例中提到的汇率变化的所有情况
,

以及 日

本汽车厂商采取的相应措施 ; 接着提示他们分析 日

本厂商的决策变化如何改变了美国汽车市场竞争形

势
,

以及对
“
Cadi ll a e , ’

产生的影响
。

通过这样一

步步启发性提问
,

学生们开始明白应该怎样阅读案

例
,

如何将信息整理
、

分类
、

归纳
,

把相互关联的

信息整合并从中发现问题
。

经过这样两次引导
,

使

学生学会
“

走人
”

案例
,

培养了他们初步的案例学

习能力
。

案例提供的信息都是忠于事实的陈述
,

分析案

例要有所深人就必须充分挖掘潜在信息
,

探讨案例

中深层次问题
。

中国学生做案例时总认为案例信息

有限
、

自己的知识有限
,

往往缺乏信心
,

不能够大

胆而合理地想象
。

但实际上
,

在现实中经营者作决

策时所占有的信息也非常有限
,

而且面临着迅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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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外部环境
,

很多决策是在种种假设条件下
,

经

过合理地预测和估计做出
。

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教师

应当鼓励学生深人分析案例信息
,

充分利用信息资

源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测
、

给出自己的判断
,

将学

生引人到一个更高的案例教学境界
,

加深案例教学

的深度
。

据笔者观察
,

学生对案例教学感觉索然无

味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在于
,

教师的指导更多地停

留在表象的东西上
,

对案例的深入不够
,

没有使学

生感觉到通过案例学习获得了很大收获
。

对案例信息的深人挖掘不是凭空地想象
,

而是

基于专业理论知识和对事实分析之上的合理判断
。

例如上述
“

侥
n e
lal Mo tors

: C戒Uac
”

案例主要讲述
“
Cad ill ac

”

在美国国内市场所面临的竞争形势以及
“
C汕n ac

”

的应 对策 略
。

最后 案例作 者总结 了
“
Cadi ll a c , ’

存在的问题有设计造型
、

产品性能以及

广告等方面
。

学生们对
“
Cadi lla e ”

没有改变竞争

局面的分析也基本局限于作者提出的几个方面
。

于

是笔者提请同学们注意在案例中提到
“
C汕Ua e ”

为获取年轻消费群开发了一些新的中档运动型产品

的信息
,

并提问
“
Cad illa e ”

在新的细分市场中是

否成功 ? 他们经过查找案例中有关新产品销售及购

买者年龄的数据
,

发现
“
Cadi lla c , ’

并没有因为新

产品的开发而改变销售状况
,

并且购买者依然是

60 岁左右的人群
。

笔者进一步提醒学生思考其原

因
,

并提示其注意
“
C汕IIa

。”

从诞生 以来的定位

及产品形象
。

经过逐步的提示
,

学生开始悟出品牌

形象的转换具有风险和困难
, “

Ca d illa
。”

没有改变

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定位改变的失败
,

并认识到

案例之中隐含着值得仔细思考的丰富的信息
,

分析

问题时不能拘泥于本章的理论而要放开思路运用所

有可用之理论的学习方法
。

通过这样训练
,

学生们

逐渐学会了如何发掘信息为学习服务
,

提高了提出

间题
、

分析问题的能力
,

使案例教学得到深化
。

3
.

引人式案例教学的
“

引人
”

的
“

度
”

的把

握

按照新的教育理念
,

案例教学是要将学生被动

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

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角
。

目的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

表达能力
、

应变能力
,

以及独立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因此引人式

案例教学中一定要把握好对学生的指导的度
,

否则

会演变为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法
。

在案例课程开始之

初教师可以先通过一个案例测试学生阅读案例
、

分

析案例
、

独立决策的能力
,

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存

在的问题有一个了解
,

然后通过对学生忽略的案例

中隐含信息背后的深层问题的详尽分析
,

让学生明

白应该怎样获取信息
、

帅选信息
、

分类整合信息以

及运用信息为案例分析服务
。

在学生具备了案例学

习的初步能力后
,

教师的工作主要是启发学生去发

现问题
、

提出问题
,

鼓励学生用大胆的想象
、

以专

业理论为支撑的合理分析来解决问题
,

不能再过分

地介人到学生的学习中
,

否则难以实现培养学生独

立学习的能力的目标
。

四
、

结论

总之
,

案例教学的目的不是教师带领学生共同

找出一个所谓
“

正确
”

的答案
。

在纷繁复杂的现实

世界里企业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唯一的
。

同

样
,

对案例中记录的真实事件的处理办法也不是唯

一的
。

案例教学的目的是发展学生运用数据和资料

分析
、

推理的能力
,

训练学生的学习能力
。

一个好

的教师在案例分析时
,

应该能够带领学生发现更多

的信息
,

分析事实背后的问题及其含义
,

最后给出

若干带有普遍意义的论点
。

引人式案例教学法就是

教学生如何通过案例信息的表象去挖掘案例事件的

本质
,

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

在这点上它具有

传统教学不能比拟的优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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