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 5　 管理学原理　

课前导学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一) 视频学习

任务发布

观看微课视

频,
 

了解本

次 课 基 础

知识

(1)决策的涵义。
(2)决策的原则。
(3)决策的分类。

(二) 资料阅读

任务发布

阅读教师发

布的热点学

习资料,
 

展

开初步思考

(1)修建三峡工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见? ———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

(2)选择工作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3)为何“95 后”频繁换工作?

(三) 资料检索

任务发布

结合微课所

学知识,
 

对

资料进行思

考,
 

按要求

完成职位信

息资料检索

任务

1. 思考问题:
 

(1)修建三峡大坝的决策属于哪一类决策?
(2)三峡工程的决策是最优决策吗?
(3)三峡工程的决策遵循了什么样的决策原则?
2. 搜索招聘信息

在各类求职网站上搜索自己感兴趣的职位(3 ~ 6 个),
 

收集该职位的薪

酬、
 

福利、
 

公司环境、
 

所处位置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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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文科卷)

课中教学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一) 案例导入

引发思考

(3 分钟)

回顾案例,
 

思考问题,
 

参与讨论

【案例分析】
三峡工程决策过程

三峡工程的漫长决策过程根据时间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1919—1947),

 

开始进行初步研究;
 

阶段二(1949—1967),
 

新中国政府进行长江水患治理探索;
 

阶段三(1969—1985),
 

葛洲坝修建及三峡工程进一步研究;
 

阶段四(1986—1992),
 

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及决策。
在关键的第四阶段决策过程中,

 

1986 年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论证委员

会,
 

从全国 65 个单位、
 

部门、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抽调 412 名专家,
 

历经 3 年,
 

于 1989 年形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审议

稿)》,
 

并通过论证。 1992 年 4 月 3 日,
 

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

2 / 3 以上多数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图 1)。

图 1　 三峡工程

【思考讨论】
1. 修建三峡工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见?
2. 三峡工程决策为何经历漫长的四个阶段?

(二) 组织预习

检测
 

梳理基础

知识

(5 分钟)

结合导入案

例思考,
 

参

与检测

1. 【单选题】一个决策是否有效应取决于(　 　 )
A. 决策的质量高低

B. 是否符合决策的程序

C. 决策的质量与参与决策的人数

D. 以上提法均不全面

2. 【多选题】三峡工程修建的决策属于(　 　 )
A. 战术决策

B. 程序性决策

C. 非程序性决策

3. 【多选题】三峡工程修建的决策遵循(　 　 )
A. 满意原则

B. 比较优选原则

C. 反馈原则

D. 系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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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5　 管理学原理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根据案例综

合检测,
 

深

入理解基础

知识内容

基础知识 1———决策的涵义

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
 

采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手段,
 

从若干个可行方

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过程。
基础知识 2———决策的原则

满意原则、
 

系统原则、
 

信息原则。
预测原则、

 

反馈原则、
 

比较优越原则。
基础知识 3———决策的分类(图 2)

图 2　 决策的分类

(三) 重点难点

解析

(18 分钟)

1. 组织课堂投票

调研,
 

引入重点

学习内容

★【课程思政】
通过课堂学生求

职决策的理性分

析过程,
 

培养学

生形成理性的思

维方式,
 

遇事能

做出理性的决策

判断

参与投票,
 

思考问题

重点知识———决策过程

1. 识别决策问题———问题是什么?
【课堂调研】
假设你今年大四,

 

面临毕业,
 

你打算毕业之后的道路怎么走?
A. 考研深造　 　 　 　 　 B. 就业　 　 　 　 　 C. 自主创业

所谓问题就是应有现象(目标)和实际现象(现实)之间的差距。 识别

问题具有三个特征:
 

⟡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迫于压力采取行动;
 

⟡拥有行动所需资源。 (图 3)

图 3　 影响决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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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文科卷)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2. 组织课堂投票

调研,
 

展示调研

结果,
 

引导学生

思考后根据个人

情况对求职目标

因素进行赋值

3. 组织课堂在线

投稿,
 

选择优秀

信息检索稿进行

展示

4. 引导学生在线

对职位评分计分

参与课堂调

研,
 

参考班

级 调 研 结

果,
 

根据自

己喜好对求

职目标因素

进 行 权 重

赋值

参与在线投

稿,
 

展示课

前检索的职

位信息

根据目标因

素 权 重 分

值,
 

对备选

职位进行评

分、
 

计分

2. 确定决策目标———需要做什么?
【课堂调研】
如果你打算就业,

 

择业时考虑的目标因素有哪些(图 4、
 

表 1)?

图 4　 选择工作考虑的因素比较

表 1　 决策目标因素

决策目标因素
薪酬

待遇

公司

知名度

工作

环境

岗位

发展前景

离家

距离

感兴趣

程度

赋权重分值

(相加总值为 10)
2 1 1 3 1 2

3. 开发备选方案———应该做什么?
展示课前搜索的求职岗位信息示例(表 2)。

表 2　 求职岗位信息示例

4. 分析备选方案———决定做什么(表 3)?
表 3　 分析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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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5　 管理学原理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5. 引发学生发散

思 考,
 

组 织 讨

论,
 

归纳要点

6. 组织讨论,
 

归

纳学生观点,
 

形

成解决方案

7. 引导学生对所

学关键知识点进

行小结

发散思考,
 

参与讨论,
 

理解要点

参与讨论,
 

根据知识内

容提出解决

方案

小结所学关

键知识内容

5. 选择实施备选方案———实际做什么?
【思考讨论】
面对决策工作岗位,

 

我应该做什么准备?
在对各个方案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

 

决策者最终要从中选择满意方

案并付诸实施。 决策时,
 

应注意:
 

⟡任何方案均存在风险———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不要一味追求最佳方案———无法筛选所有职位信息,

 

寻求最佳成本

过高。
6. 评估决策结果———做得怎么样?
【思考讨论】
若入职后,

 

发现入职的单位和岗位与预估存在一定的差距,
 

该怎

么办?
对方案执行效果与决策者当初设立的决策目标进行比较,

 

看是否出现

偏差。
重新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决策评分,

 

根据决策评分结果再次决策,
 

调整

自我,
 

还是另择其他岗位(图 5)。

图 5　 调整决策

【知识小结】
决策过程的具体步骤如图 6 所示。

识

别

决

策

问

题

→

确

定

决

策

目

标

→

开

发

备

选

方

案

→

分

析

备

选

方

案

→

选

择

实

施

备

选

方

案

→

评

估

决

策

结

果

图 6　 决策过程的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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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文科卷)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四) 管理实践

深化知识

(17 分钟)

抽取学生按决策

步骤对三峡工程

决策过程进行复

盘,
 

归纳梳理学

生表述的观点,
 

引导学生深入理

解关键知识内容

★【课程思政】
通过对创多项世

界之最的三峡工

程的决策过程复

盘活动,
 

让学生

感受到“大国重

器” 背后祖国强

大的国家综合实

力,
 

激发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
 

培

养学生的民族自

信心

根据所学关

键知识,
 

参

与课堂活动

任务,
 

理解

并整合知识

【实践任务】
对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进行模拟复盘。
【参考答案】
1. 识别问题———为何提议建三峡工程?
(1)中下游防洪需要———1953 年、

 

1964 年、
 

1969 年、
 

1980 年、
 

1981 年、
 

1983 年多次发生洪水灾害。
(2)改善上游航运———蓄水使上游航道变深、

 

变宽,
 

利于通航。
(3)水力发电———清洁能源发电,

 

供长三角地区发展所需。
2. 确定决策目标———三峡工程修建需考虑哪些目标因素(表 4)?

表 4　 目标因素

三峡决策目标因素 二级目标因素

施工问题 难度、
 

造价、
 

技术等

地质问题 诱发地震、
 

滑坡、
 

断层等

生态问题 上游植被淹没、
 

回溯鱼类繁殖、
 

长江水体自净能力

文物景观保护问题 三峡原有景观破坏、
 

文物迁移保护等

移民安置问题 上游移民安置人力、
 

经费及位置等

其他问题

3. 开发备选方案———建坝选址,
 

高度备选方案

(1)候选坝址———从南津关石灰岩坝区和美人沱花岗岩坝区初选了 15
个坝段,

 

勘察研究后,
 

选择南津关坝区的南津关坝段和美人沱坝区的

三斗坪坝段进行深入的地质勘察。
(2)坝高方案———筹划中曾有低坝、

 

中坝、
 

高坝三种方案。
(3)移民方案———整体近迁型、

 

分散近迁型、
 

整体远迁型和分散远

迁型。
4. 分析备选方案———建坝选址,

 

高度备选方案

(1)候选坝址分析:
 

⟡三斗坪为花岗岩地段,
 

岩性均一,
 

岩体完整,
 

力学强度高,
 

修建混

凝土重力坝,
 

对地质影响较小;
 

⟡三斗坪区内历史地震水平不高,
 

强度小,
 

频度低,
 

属典型弱震环境;
 

⟡三斗坪距离宜昌 35 公里,
 

河谷开阔,
 

适合于布置坝后式厂房,
 

施工

场地开阔。
(2)坝高方案分析:

 

⟡低坝(1980 年“短、
 

平、
 

快”思路支持该方案);
 

⟡中坝(1990 年以后为重庆改善航运条件的考虑,
 

各方考虑中坝方

案);
 

⟡高坝(1950 年苏联专家支持)。
(3)移民方案分析:

 

⟡灵宝模式(成建制外迁);
 

⟡桐树湾模式(后靠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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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5　 管理学原理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宏洋模式(转向大工业);
 

⟡茅坪模式(移民地城镇);
 

⟡高峡模式(建设新社区)。
(4)选择实施方案:

 

最终三峡大坝选址三斗坪,
 

采用“一级开发,
 

一次建成,
 

分期蓄水,
 

连

续移民”方案,
 

建设混凝土型重力中坝,
 

多种移民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5. 评估决策结果

⟡防洪———三峡水库防洪库容 221. 5 亿立方米。
⟡发电———三峡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 1820 万 kW,

 

年均发电量 847 亿

kW·h,
 

产生巨大的电力效益。
⟡航运———下行航运通过能力达到 5000 万 t。

(五)综合小结

(2 分钟)

★【课程思政】
将战国法家代表

人物商鞅的名言

与现代管理学的

决策过程进行对

应的解析,
 

弘扬

中国 传 统 哲 学

文化

回顾课前、
 

课堂所学的

知识点,
 

形

成整体印象

决策与决策过程如图 7 所示。

图 7　 决策与决策过程

【结束语】
疑行无成,

 

疑事无功。 ———商鞅
【释义】
行动迟疑不决,

 

做事犹豫不定,
 

就不会获得成功。 也就是说办事必须
果断。 情况一明,

 

就立即决策,
 

决策一定,
 

就立即行动;
 

动则雷厉风
行,

 

一鼓作气,
 

直至成功。
【教师小结】
虽然面对不同企业不同类型问题,

 

采取的决策方法可能不一致,
 

但是
无论什么方法都应该依据今天所学的六个步骤来开展决策过程,

 

才能
保证决策过程的完整,

 

确保决策的有效性。
【课程思政小结】
无论是个人事务还是彰显祖国实力的“三峡工程”这样的国家层面的
重大事务,

 

决策都是非常重要且是决定事情成败关键的一环,
 

希望通
过本堂课的学习,

 

大家都能果断进行决策,
 

且不仅能果断决策,
 

还能
细致地分析决策问题,

 

在以后的个人事务和管理工作中做出理性合理
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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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文科卷)

课后巩固

教学实施 学生活动 学习内容

(一) 推荐课外

选读书籍

根据能力,
 

阅读推荐书

籍,
 

拓宽知

识宽度。

书名:
 

如何做出正确决策

作者:
 

[瑞典]汉斯·罗斯林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ISBN:
 

9787515340197

(二) 发布课后

讨论主题

参与课后线

上讨论,
 

通

过思考延伸

知识深度。

1. 三峡工程建成后有哪些实际问题?
2. 后期是如何再次通过决策过程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

(三) 发布课后

拓展任务

结合讨论观

点,
 

撰写分

析报告。

查阅三峡工程相关资料,
 

结合课中所学知识内容及思考讨论的结果,
 

针对三峡工程建成后产生的现实问题,
 

撰写一份分析报告。 要求:
 

①字数在 1500 ~ 2500 字之间,
 

比照学校论文标准格式,
 

上传至“超星

学习通”平台;
 

②分析报告内容必须具备两个部分的内容,
 

一是资料引用部分,
 

二是

运用决策过程对三峡工程建成后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考部分。

【教学反思】
由于“管理学原理”作为专业基础课,

 

开设在学生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
 

学生未接受过撰写分析

报告的相关练习,
 

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
 

课后报告的呈现效果较好,
 

但也存在一部

分学生的课后报告质量相对一般,
 

需要在课堂当中,
 

多增加此类练习,
 

为学生大三的学年论文和大四的

毕业论文的完成奠定基础。

【信息化教学应用说明】
1.课前

(1)运用已有的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
 

开展微课学习;
 

(2)在“超星学习通”上发布课前阅读资料、
 

新闻网站链接及思考任务;
 

(3)“超星学习通”后台检查学生课前学习任务领取情况及微课视频观看情况;
 

(4)通过社交软件,
 

即时督促课前完成度较差的学生达到课前学习要求。
2.课中

应用“雨课堂”
 

“超星学习通”和“智慧教室”在线签到、
 

随机选人、
 

在线抢答、
 

分析观点展示投屏等

信息化教学功能,
 

开展课堂教学互动。
3.课后

通过“超星学习通”主题讨论和作业上传及评阅功能,
 

巩固延伸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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