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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实用主义课程论分析了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课程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行政管理专 

业课程设置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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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 of Pragmatism Curriculum Theory 

DENG Xue—lin 

( of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ofChina，ZhongshanInstitute，Zhongshan 528402，China) 

Abstract：The present stat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iculum of undergraduate adiminlstration are analyzes by 

using pragmatism curriculum  theory．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is pro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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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上世纪 8O年代 中期恢复开设行政管理专业以 

来，已有 100多所高校开设了行政管理专业。在行政管理 

专业存在身份危机和全国大学生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背景 

下，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该何去何从?培养人才的重 

要载体一专业课程该如何设置?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又是 

什么?不妨从实用主义出发，重构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 

系，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提高学生的就业与生存竞争 

能力。 

一

、 实用主义课程论 

实用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康德的 “实践理性”、叔本华的 

“意志升华”、达尔文的 “适者生存论”和功利主义的 “有 

用即是善”。在斯宾塞、赫胥黎那里这一哲学思想开始被人 

们关注。美国三个哲学家皮尔斯、詹姆士和杜威极大地发 

扬了这一哲学传统。 

高等教育思想中的实用主义源于 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 

的科学主义和 19世纪美国的实用主义。19世纪 70年代英 

国的 “新大学运动”可以看作是实用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 

最早的试验地。它挑战古典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育传 

统和理念。这些大学以市场为驱动，排斥宗教教育、注重 

实用知识。到了20世纪初，实用主义高等教育思想开始盛 

行于美国并逐渐向世界各地蔓延。-l 

在高等教育的目标上，实用主义者认为人们探讨深奥 

的知识不仅出于闲暇的好奇，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国家有着 

深远的影响。L2 高等教育要以社会的发展作为最高 目标。大 

学的目标就是要把知识的光芒和发展的机会带给社会，服 

务成为大学唯一的理想。因此大学教育在个体培养上必须 

加强实用性和职业性，为其职业选择作准备；在为国家服 

务上加强对社会的服务性，确立直接服务于社会的职能， 

适应社会多元化的需要。科尔的 《大学的功用》一书可以 

称得上是对实用主义高等教育思想最好的阐释。在科尔看 

来，大学的目的在于适应国家进步与社会整体发展，所以 

大学必须和国家与社会站在一起。 

作为实现高等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 一课程，也应该以 

实用主义为导向，在培养个体学生上强调实用性和职业性。 

实用主义课程论，反对传统的教育脱离生活的倾向，重在 

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适应生活的能力。实用主义课程论强 

调教育与社会协调一致，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教 

育也应与生活协调一致，教育要切合学生的发展需要。只 

有切合学生发展需要的课程，学生才有兴趣去学，才有意 

去学好，才能最终实现大学培养的人才真正为社会提供有 

效服务的目的。实用主义大学课程应该符合这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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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强、职业特点明显、易学、好用，学生认可度高。 

笔者认为，符合实用主义特点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应 

该是 ：课程 目标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职业性特点；课程内 

容体系比较科学，易于学生学习；培养的人才好用；学生 

的专业评价比较高。 

二、实用主义论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分析 

(一)各级各地高校培养的人才不好用 

我国高校本科院校有一本、二本、三本之分。但是三 

本、二本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基本都是向一本学习、 

模仿。结果是高考考分相差一两百分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 

同样的内容并达到同样的要求。因此，一本的学生觉得课 

程目标难度系数不够，二本和三本的学生觉得望而却步。 

高校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为地方发展提供服务。这意味着行 

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最好能为高校所在地提供社会服务。 

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 ，我国东西和南 

北的地域差异非常明显。但是，东西、南北高校的行政管 

理专业课程设置 目标却趋 同，开设的专业课程几乎一致。 

这显示不出各高校的资源优势，没有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培养的人才也很难为当地提供专业服务。 

(二)课程内容体系不好学 

行政管理专业本身具有多学科性，其涉及政治、经济、 

管理、法律、社会等多领域。但是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核 

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理论界至今还未有明确界定。因此，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是四面开花，但是没有 

哪一朵花开得绚丽多彩。结果，学生也不知道 自己学了些 

什么，还需学什么才是合格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更不 

知道学了以后未来干什么，去企业比不上学企业管理的， 

当秘书写不过学中文的，去考公务员考不过其他各专业的 

学生。每年公务员公开招考，很少有职位明确是需要行政 

管理专业的。据调查几乎每个学期所开课程都涉及较多领 

域，但学生认为每个学期都没有针对哪个领域重点开设课 

程，没有一个系统化的模式，使得学生不能有一个系统化 

的学习，自然也无法形成一套系统的知识。故学生对行政 

管理专业教育效果评价很低。笔者曾多某校400多名行政 

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接受行政 

管理专业的教育，35．3％的学生认为对提高能力和素质很 

有帮助，51．6％的学生认为对提高能力和素质帮助不大， 

4％的学生认为无任何帮助，9．1％的学生认为无法评价自 

己的能力和素质是否提高了。 

(三)传授的知识理论性太强。实用性太少 

高等教育传授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使知识转化为智力 

和技能，适应社会需求。据资料显示，高校在课程设置上 

太过倾向于专业理论知识，对学生实践课程安排太少。从 

目前国内行政管理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上看，基本原理类 

的课程所占的比例为60％左右，明显偏大，而培养学生行 

政能力和技术方法方面的课程不到20％，明显偏小。学生 

只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原理，却没有学到一些技能知识，各 

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得到提升 J。而在就业市场更多的要求 

毕业生要有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实践经验。 

(四)课程设置职业特点不明显 

可能是由于行政管理专业是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 

故自从我国恢复行政管理专业起，在专业课程设置中，政 

治学取向就表现 比较明显。政治类的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 

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管理学和经济学课程明显偏少。但 

是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最终的就业单位基本是企业单位。 

在某校2007届行政管理专业 208名本科毕业生中，只有 4 

名学生毕业后从事政府管理工作，其他的全部是去了企业。 

学非所用现状 比较明显。况且 ，而管理和经济学知识对于 

当今毕业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知识 ，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 

岗位大多都要求有一定的管理技能和经济分析能力作支撑。 

(五)学生对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认可度低 

曾对某学校400多名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了调查。 

笔者将某校行政管理专业所开设的除公共课以外的44门主 

要专业课程罗列出来，让学生选择哪些课程最重要。调查 

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学生认为最重要的课程是 《演讲与 

口才》和 《管理学原理》；70％以上的学生认为 《行政学 

原理》和 《经济学原理》重要；60％以上的学生认为 《公 

文写作》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重要 ；50％以上的学生 

认为 《基础写作》、《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国近现代 

史》、《专业实习》、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和 《形势与政 

策》重要；认为最不重要的是 《世界科技发展史》；《社区 

管理》、《摄影与摄像艺术》和 《西方行政学说史》也被认 

为不是很重要。只有 21门课的被选率超过50％，其中仅有 

12门课的被选率超过 60％，占所有课程的 27．2％。学生对 

行政管理专业本科课程的认可度还没有达到 50％。这对行 

政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信号。 

三、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本科课程的改革方向 

(一)课程组合出亮点，加强实用性 

课程组合要实现理论与实践并重，加强课程的实用性。 

徐州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课程只有22学分，占总学 

分的 13．1％。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课程 12学分，占 

总学分的7．7％ ，比例明显偏少。我们当前的教育对象主要 

是 90后的独生子女。这批学生有很多优势，但也有最大的 

不足是不能吃苦、不屑于包容与礼貌待人。而这些素质最 

好能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因此，高校应该增加实践性课程 

的比重和注重案例教学课程的设置。笔者认为，行政管理 

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调查研究方面有所为。在学 

生调查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锻炼了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 

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策划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一并在 

调查中潜移默化得到锻炼。故应多设置一些社会调查原理 

与方法、统计学原理、电子政务、社交礼仪、大型活动策 

划、人际沟通等实践课程，让学生懂得运用理论去分析研 

究性课题、社会问题及今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等。增加案 

例分析及学生讨论交流的课时，让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案 

例中，增强学生的理解。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增加实践环 

节，做实实践环节，给学生施展才华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 

舞台。 

(二)课程设置呈特点，实现有用性 

课程设置要实现时代特色与地方特色并重，这样培养 

的人才才能适合时代和地方的需要，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 

国内各高校应根据 自身特点和所在区位特点 ，给 自身明确 

定位。再整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寻找适合 自己发展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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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点，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在课程设置上就要突破计 

划体制下统一的课程设计思路，除了按专业性质要求和学 

科发展规律必须设置的课程外，应鼓励各高校依据自己的 

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设置多样化课程，以突出自己的优 

势课程和办学特色，更好地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 

多样化需求的趋势。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高校行政管 

理专业课程可多开设一些知识经济时代所需的课程。近年 

来，在我国社会矛盾凸显期，群众性事件较多。今年来各 

种气候灾害，地质灾害频现。为此，我国急需要大批社会 

工作管理和危机管理的人才。因此，当下，我国行政管理 

专业课程可多设置一些社会管理、危机管理类的课程。跟 

踪行政管理的学科发展方向，分析市场需求，淡化专业界 

限，逐步开出一些前瞻性、实用性的课程。 

(三)课程安排显群落，达到易学性 

由于行政管理专业的多学科性，故很多高校行政管理 

专业的课程开设也是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各个学科领域 

的课程一般都安排在统一学期，在同一时期各个学科知识 

对学生进行 “头脑风暴”式的 “轰炸”。据调查，学生反 

映这种 “大杂烩”式的课程安排不利于他们有条不紊地建 

构他们的知识系统。所以高校在每学期安排课程时涉及的 

领域不要太广泛，应该按知识系统安排每学期的课程内容， 

按学科门类来排课。比如某一学期可 以专门开设公共政策 

类的课程，某一学期可以专门开设调查研究类的课程，某 
一 学期专门开设行政实务类的课程等等。课程这样安排， 

便形成了知识系统群。这样方便学生将关联性强的知识串 

起来 ，形成自己特有的知识链。对于课时的安排 ，按课程 

重要性区分。对于一些专业课程应该增加课时，从而使学 

生一目了然地就知道该课程的重要性。对于普及类的非专 

业的或不太重要的课程，应减少课时，减轻学生的学习负 

担。 

(四)课程内容现热点。体现职业性 

行政管理专业是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培养的 

是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随着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我国发展处于转型 

期，我国需要大批的社会管理服务人才创新性的解决我国 

当前所遇到的非常棘手的问题。高校作为培养党政机关、 

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才的主力军，在课程设 

置上必须体现社会这种热点变革的要求，以确立本学科新 

的生长点。如针对市场需求、科技的发展、岗位的要求的 

发展趋势，可以设置电子政务、秘书实务、行政案例分析、 

办公自动化、管理学及经济学等课程。增加学生应用类的 

知识储备，增强学生实践、技能能力，提高学生分析经济 

政策能力。进一步调整、整合和优化核心课程，使核心课 

程在理论和应用、总结与创新等关系上更加厚实丰满。以 

此为核心，串接、组合一些相关课程，形成课程模块，打 

造品牌课程群。让品牌课程群成为专业课程体系的主干和 

支柱。 

(五)课程层次要高点，本科与硕士并重 

通过对我国118所高校进行了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 

方向调查，发现其中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最多，有72所，占 

61％；公共政策及其分析研究这个方向其次，有54所，占 

46％；有35所大学有地方政府与城市管理研究方向，占 

30％；行政管理方向也较多，有 29所，占25％。数据表 

明：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地方政府管理等是行政管 

理研究的重点。本科课程可以此为参照，迎合未来硕士教 

育的需要，开设相关的课程，为学生深造奠定基础，促使 

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 

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制约了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培 

养和学科的发展。完善和改革课程体系己成为高校的当务 

之急。以上是对中国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一些初浅之 

识，以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研究者投身于此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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