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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院校开展管理案例教学的理论探究 

王 瑞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管理案例教学，通常是指是以组织曾经真实发生的具体事实为教学背景，经过师生间的互动 

讨论，共同来探讨组织行为与决策的原因，或发觉组织潜在的问题 ，并设法提 出一些解决的对策。根据教育理 

论，管理能力无法通过按部就班的程序和步骤进行教学来掌握，而必须通过逼进真实的高水平训练和及时总结 

实践经验教训才能获得。基于这种认识，以实践为导向的案例教学逐渐成为美军培养军官管理能力培养的重要 

方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军院校在探索和推广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并非为案例教学而案例教学，而是注重 

广泛吸取教育理论最新成果并结合美军实际进行改进，并将其融入整体教学设计 中。具体而言，美军院校从知 

识分类入手构建起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体验学习的案例教学模型并积极探索了行动后反思的新型案例 

教学方法。本文旨在对美军这一经验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以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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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Exploring of U． S．Military Academies on Management Case Teaching 

WANG Rui 

(College of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National Univ．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Management case teaching，generally means to teach with real organizational specific facts as background 

and discuss interactively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ich aims at finding potential problems the organization of and 

proposing some solutions．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ducation，management ability can not be taught through a step—by— 

step procedures and must be promptly summed by pressing in a real high level of training and practical lessons to get．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practice—oriented teaching ca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of U．S．military 

officer management capacity—building system．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U． S．military academies do not deem case 

teaching just as a teaching method，but rather focus extensively on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the educational theory as 

theoretical guide，and make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overall instructional design．Specifically，the U． S．military academies 

have made their progress of management case teaching in mainly three areas as follows：First，they have built up its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ase teaching from th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theories；Second，they have developed a case 

teaching model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Third，they have actively explored new case teaching method of After—Action 

Review (AAR)．This article aims to systematically probe into the U．S．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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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案例教学，通常是指是以组织曾经真实发生的具 

体事实为教学背景，经过师生间的互动讨论，共同来探讨 

组织行为与决策的原 因，或发觉组织潜在的问题 ，并设法 

提出一些解决的对策。案例教学属于一种讨论式教学，它 

以组织的具体事实与经验为材料，作为讨论的依据与蓝 

图。 案例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的Mark教授说：“案例方法 

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学生所学的是内在的东西。他们不能写 

下来但他们能学习如何尽力处理棘手的问题。”l2 案例教学 

方式对于管理教育所希望达成的独立分析、群体合作、人 

际关系、决策行动等能力的培养，有相当显著的效果。 

根据教育理论，管理能力无法通过按部就班的程序和 

步骤进行教学来掌握，也很难通过标准化的教学方法培养 

和提高，而必须通过逼近真实的高水平训练和及时总结实 

践经验教训才能获得。 基于这种认识，以实践为导向的案 

例教学逐渐成为美军培养军官管理能力培养的重要方法之 
一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院校把案例教学广泛运用于 

军官教育 ，并以此为突破口成功重建了军事职业教育体系， 

经过不断完善，案例教学享誉部队指挥 (管理)类课程的 

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开展管理案例教学并非仅仅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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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与方法，而是在系统研究、总结开展案例教学的理 

论基础上，探讨开发形式各异的案例教学方法，进而形成 

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做法和经验。本文认为，学习、借鉴美 

军管理案例教学方法，首先应 当系统地 了解和掌握美军开 

展管理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

、 知识分类：美军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区分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家迈克 

尔 ·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于1958年在其 《个人知识》 
一 书中提出的。波兰尼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 

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 

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 

我们有关 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识称 

为可表达 的知识 (Articulated Knowledge)或显性知 识 ( 

Explicit Knowledge)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称 

为隐性 知 识 (Tacit Knowledge)或 缄 默 知 识 (Implicit 

Knowledge)。 

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 的知识，人类 

知识中某些个人 “技能”、“感悟”和 “经验或诀窍”常常 

处于 “难以言传”、“无法明示”或 “缄默”状态，它们就 

是隐性知识。 

对于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知识是隐性知识 ，因为隐 

性知识相对显性知识较难处理和学习，因为它属于个人内 

在的、很难公式化，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洞察力、直觉、预 

感和经验的积累，只可意会而很难言传。显性知识解释了 

很多 “是什么”、“为什么”，而隐性知识往往涉及 “何时、 

何地、何人、如何作”。因此，美军认为，管理能力中蕴涵 

着大量隐性知识，管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主要来源于隐性 

知识的获取。 

上世纪 8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 (R．J． 

Sternberg)于 1985年提 出了著名 的智力三元论 (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并于 1996年提出了成功智力理论 

(Theory of Successful Intelligence)，在教育领域内引起强烈 

的反响并队得到了广泛地运用，逐渐成为美 国和许多西方 

国家教育改革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也为美军管理案 

例教学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斯腾伯格看来 ，人的智力是复杂的而且是多层面 

的，智力是由个体适应、塑造和选择环境所必须的心理能 

力所构成。除了传统智力所测得的分析型智力或学术智力 

外，人的智力结构还包括实践智力，即适应 、塑造和选择 

日常环境的能力。 而隐性知识恰恰是实践性智力的核心指 

标。“一个具有学术型智力的人通常容易获得和运用正式的 

学业知识，这类知识可以从智力测验及类似测验中找到许 

多。与之相反，具有实践性智力的个体，其标志是容易获 

得并使用隐性知识。”̈ 

斯腾伯格 (R．J．Sternberg)认为，隐性知识是 “行 

动定向的知识，在没有他人直接帮助的情况下获得”，是一 

种 “实践智慧”。 因此，隐性知识也可以定义为来源于实 

践的知识 ，是与解决实际问题相关的知识。 个人知识获取 

的效果及效率往往取决于其实践智力。具有实践性智力的 

个体 ，其标志就是容易获得并且使用隐性知识。在此基础 

上 ，美军提出了隐性知识是与实践智力相关的的函数即： 

隐性知识 =f(实践性智力 ×经验) lo] 

因此，隐性知识的传递有着特殊的方式，真正管理者 

的学习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情景之中的，与管理者所面向 

的社会 生活 实践 密 切关 联。管 理大 师 德鲁 克 (P．F． 

Drucker)认为：隐性知识虽只能被演示证明它的存在 ，而 

不可用语言、公式来阐释，但它可以通过领悟和练习的方 

法获取。所以实践活动和教学案例分析往往是学习隐性知 

识的重要手段。 

二、体验学习：美军管理案例教学的理论模型 

体验学习模型 (Experience Learning Model，ELM )是 

美军面向美军院校教学实际开发出的开展教学的理论指导 

模型，由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CGSC)开发而成 ，并要求所有教师都 

必须学习和掌握其体验学习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进行课程 

设计和开展案例教学。 

所谓体验学 习模型最 早来 源于美 国凯斯 西储大 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管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 

授大卫 ·库伯 (David Kolb)，他是最先构建出完整的体验 

式学习理论的著名学者，他在其1984年发表的著名的 《体 

验学习：体验——学习发展的源泉》(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 

对体验式学习理论进行了完整和系统的阐述。 

图 1 库伯提出的 “体验式学习的基本过程” 

在图1模型中，库伯认为学习过程周期由四个相互联系 

的环节组成，即具体经验 (Concrete Experience，CE)、反 

思 观 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RO )、抽 象 概 括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AC) 和 积 极 实 践 (Active 

Experimentation，AE)。其中具体经验 (感知)阶段强调体 

验在学习中的作用，学习者开阔思路，适应变化，从 “感 

受”中学习；反思观察 (理解)阶段的学习特点为重视细 

心观察，多视角多维度地看待问题、理解学习内容；抽象 

概括 (慎思)阶段则注重思考、客观逻辑地分析问题 ，学 

习者运用已有的知识开动脑筋、积极思考；积极实践 (应 

用)阶段强调从做中学，学习者勇于探索，并采取具体的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库伯模型，美军认为学校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 

应当是一种螺旋状的体系 (见图2)，以适应各类学生的学 

习特点。无论学生都有是什么类型的学习风格，完成下述 

螺旋学习体系中的所有过程却是完成所有学习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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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找出事出原因并 纠正错误的方法。回答出了这个问题， 

就找出了导致成败的潜在原因，在以后的行动中能继续保 

持成功的地方并避免再次失败。 

在行动学习中使用仪器和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能够 

为信息的客观性提供额外保证。对结果的记录非常详细， 

几乎不容争辩。在车上安装了微处理器 ，可以记录下车辆 

的确切位置，以及移动路线；而利用复杂的激光技术则可 

以记录下武器在何时向何处开火，以及命中与否。同时， 

美军在其培训中心的所有关键位置上 ，都装有摄影机，可 

以记录下军队的移动。这些录像原原本本地记录下了当时 

的实况，为行动后反思提供了活生生的、无可争辩的证词。 

另外，美军还用录音磁带记录下各单位内部以及不同单位 

之间的通话时间和内容。 

通过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后反思来追踪问题 ，就可能发 

现潜在原因，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例如 ，在海地，美 

国士兵们注意到，当他们在街上遭遇武装分子时，抵抗会 

非常明显；但当他们逐户搜查时，则较容易解除武装。于 

是，他们在行动后反思中进行 了讨论并在后来的行动中改 

变了作业方式 ，逐门逐户地搜寻，结果找到更多的枪械。 

第四，下次将怎么做?上面这个例子表明，在行动后 

反思的最后一步——决定下次做什么，常常和回答第三个 

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一旦能够很好地理解问题是什么以及 

为什么 ，参加者 自然会提出很多解决方法。特别重要的一 

点是，参与者必须关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而不是关注超 

出自己控制范围的外部力量，否则，这个过程可能不会产 

生直接的影响。这个阶段的另外一个 目标是：找出团队表 

现良好、需要保持下去的领域。 

行动学习过程并不是新思想的接受，而是对 自己行动 

的自主观察与反思。其本质在于：通过行动进行学习。参 

与行动的人员通过事后 回顾可 以了解到发生 了什么事情 ； 

为什么发生 ；什么进行得很好 ；什么还需要改进 ；从这些 

经历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自我反省， 

它给所有的参与人员提供了一个从每次活动、任务、演习 

中获得最大化利益的机会，它是军队从成功或失败中吸取 

经验的关键 ，也是提升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之一。 

四、结束语 

案例教学对于军官管理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无疑具有重 

要的意义。夯实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才能实现对案例教 

学的整体设计有着全面的把握，也才能确保案例教学取得 

良好的效果。美军院校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非 

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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