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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总结《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的“ 课程E专题E知识点”教学链的概念：

认为课件是完整的教学体系，也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资料库，且认为课堂提问可喻为教师的眼睛，课程测试是学

习动机激发的重要手段。文中对该教学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设计，并总结了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效果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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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O>，&’.’3:7:.< O.0,(7’<5,.
>=;<:7）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学学科的工商

管理等专业的核心课程。同时，它也是一门新兴的

边缘学科，涉及领域包括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系统

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等。S,T:(<
U’/0 提供了 &O> 的 :E学习方案，将课程的 :E学习分

为课件、资源和测试 % 个部分，而课件中又包括了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多媒体课件、小结等内容，其中多

媒体课件内容详实，图片丰富，层次分明，且包含大

量启发式的提问；文献［*］提出了 &O> 课程教学的

合理体系并列举了相关的案例教学策略；文献［"］

提出了一个可满足教学要求的设计平台以及课程设

计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文献［%］提出了信息管理教

学实验系统的教改模式；文献［C，V］强调案例教学

和实践环节。

从教学设计的理论来讲，有基于行为主义学习

理论的校园教育（W.E?’7I-; @A-?’<5,.）和基于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的网络教育（W.E/5.: @A-?’<5,.）［$］，但

无论哪种教育方式，都存在“ 教与学的相互关系、教

与学的相互制约”，即教学链的设计。有强调理论

联系实际的教学链：“ 理论教学E模拟教学E实践教

学”；有强调就业主导的教学链：“ 教学各个环节都

以就业为主导”；有培养研究生的学习链：“ 课程学

习E研究实践E学位论文”，及指导链：“ 学习指导E研
究指导E合作研究”；还有创造性阅读链等等［D］。本

文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无论是校园

教育，还是网络教育，基于内容的知识点是教与学的

资源中心，而资源的构建又必须树立以学生为本的

观念，服从教与学的需要。因此，本文以自顶向下的

系统方法将课程内容分解为知识点，并按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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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教学大纲要求以专题为单位设计，形成基于

内容的“课程!专题!知识点”教学链，在该教学链中，

注重教学体系的完整性，保持资料的丰富性，强调课

堂提问（"#$，"%&’()*+ ,+- $+’.&/）和课程测试的重

要性。

01 教学设计理念

02 01 课件是完整的教学体系

课件在教学活动中，不仅是电子黑板，也是教学

平台，更是培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途径。基于这

些认识，将教学链中的每个专题分解为 3 个部分：专

题名、主要内容、教学目标、课件内容、本讲小结和课

程测试。每一次讲课都有一个专题名，围绕该专题，

说明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教学目标与要求。课件内容

是教学体系的核心，它覆盖了本专题的教学细节和

教学过程。课程测试是教学的延伸，它方便检测学

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同时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

强有力手段。

在课件内容方面，根据全日制本科教学大纲的

要求将《456》课程分为 7 个章节，共 89 个专题，每

个专题由若干个知识点组成，并配以相应习题，如表

0 所示。表中只列出了第一个章节下的专题名称，

每个专题可分配 9 学时进行授课。

表 01 《456》课程教学基本数据

章节

编号
章节名、专题名 专题数 知识点 插图

课程测试类型和数量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填空题 简答题 小计

0
456

概论

系统和系统方法 0 00 : 7 8 0 : 8 9;

信息及信息系统 0 0; < 0< = 3 0> 9 ;>

现代管理学基础 0 00 8 < 9 0 3 8 0:

456 的定义和结构 0 7 97 0> 9 ; 8 = 9;

456 的发展：学科内容和
1 1 ?@A、$4 和 B546 0 0> 7 9 ; = = 0 0<

456 的发展：CA@、D$6 和 C6 0 8 3 3 3 9 8 > 0<

456 的发展：E66 和电子商务 0 ; 00 < 0 8 0 9 0;

9 456 技术基础 = 8; =0 33 9 > 9 09 79

8 456 开发方法 8 9= 9> 93 = > 3 0 8<

; 456 总体规划 ; ;> 93 87 : : 7 : <8

= 系统分析 = 8: ;; 83 00 < 09 8> :3

3 系统设计 = 30 <9 => 8 08 9 : <<

< 系统实施 9 9> 98 8> 9 0 09 8 ;7

7 系统管理 0 < 0> 0> 09 7 ; : ;8

合1 计 89 97< 807 808 33 3> 78 7: 300

1 1 在每个知识点中，按产生背景、主要思想、性能

特征、发展和课堂提问组织课件。比如，在介绍“ 管

理信息系统定义”知识点时，课件的组织顺序和内

容如下：（0）首先介绍最早给出定义的 F,G(&/ H2
I&++&J,+，再介绍管理信息系统奠基人 K*/-*+ ?2
E,J)’ 的定义，最后介绍朱熔基和《 中国企业管理百

科全书》的相关定义；（9）分析各种定义的本质和精

髓，归纳出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思想：在组成方面，

由人、机构成；在功能方面，实测企业运行状况、控制

企业行为，预测未来、辅助决策；（8）为完成管理信

息系统的功能，它应具备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即它的

性能特征是系统的观点、数学的方法、计算机的应

用；（;）关于管理信息系统定义的发展，主要从“ 三

论（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到“新三论（耗散

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论）”进行阐述；（=）课件中

应包含 0 个以上的 "#$，比如判断题，“对于企业来

讲，管理信息系统 456 只有优劣之分，不存在有无的

问题。”

02 91 课件是资料库

课件应该素材丰富、形式多样。在《456》课程

中，共插图 807 幅，提供参考文献或书籍 09> 余篇，

提供视频或音频记录 9> 余条，不仅方便了教学，也

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素材形式包括：视频、音

频、动画、图像、表格和文本。

凡是涉及到一个概念或一种方法提出的时候，

总有一个倡导者，这个倡导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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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个组织。那么，课件中有必要陈述该倡导者的

背景情况，诸如倡导者的生平、主要贡献、影音资料

或图片、趣事等。比如：在“ 管理基本概念”知识点

中，现代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两大支柱，

前者的倡导人是美国工程师 !" #" $%&’()，后者的倡

导者是哈佛大学学者 *" +" ,%&(，将前后两者结合

在一起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 ." /01(2，分别介绍

3 人的生平事迹、主要思想或观点，其过程就像讲故

事一样，寓教于乐。

凡是涉及到诸如业务流程图 $!4、数据流程图

4!4、结构图 /5 等图形的绘制时，可效仿 55$678
的“国际观察”节目的演播过程，先播放一段背景视

频，再重点讲解和分析图形绘制过程中的细节和难

点，最后对图形绘制的注意事项进行说明和总结。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课件中应包含相应图形绘

制过程的标准视频或音频，这应该是在课件制作过

程中完成的。

8" 39 :;. 是教师的眼睛

在《,</》课程教学中，:;. 是教师的眼睛，这

是因为，首先 :;. 是“课程7专题7知识点”教学链中

的组成部分，每个知识点必然包括许多 :;.；其次，

每个 :;. 要标明由哪个学生来回答该问题，如果该

学生缺席，由谁替代回答；再者，每个 :;. 都有参考

答案；最后，每个 :;. 的回答结果记录到相应学生

的平时成绩。基于这样的设计理念，:;. 既帮助了

“教”，又督促了“ 学”，成为教学互动的桥梁。:;.
的设置有别于课程测试，其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8）提问具有启发性。比如，在介绍“,</ 总体

规划重要意义”知识点时，设置提问，请同学们设想

一下发生以下情况会产生的结果：!总体规划做得

好、,</ 开发过程好；"总体规划做得好、,</ 开发

过程差；#总体规划做得差、,</ 开发过程好；$总

体规划做得差、,</ 开发过程差。该提问用总体规

划的一个“好”字，启发学生得到一个“ 好”的结果，

一个“差”字启发学生得到一个“差”的结果。

（=）提问可以引入主题。比如，在介绍“管理现

代化”知识点时，先设置提问：“ 明朝时期，朱棣皇帝

施政期间，首都从南京迁移到北京，修建了世界上最

豪华的宫殿———紫禁城；为抵抗外来入侵，对长城进

行维护；还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船，由郑和率领

进行环球考察，并且造就了一大批航海专家，其人员

知识、方法的科学化程度、手段的自动化程度在当时

首屈一指。朱棣皇帝的施政管理可谓系统化、科学

化，然而这种管理称不上现代化管理，为什么？”，然

后再指出这种管理缺乏管理现代化的六要素之一的

“方式民主化”，切入到正题。

（3）提问可促使学生更深入地思考和总结。比

如，在讲完“数据流程图 4!4”知识点后，设置提问：

“4!4 和 $!4 有何区别？4!4 和 >!5 有何区别？

4!4 和 /5 有何区别？”

8" ?9 课程测试是学习动机激发的重要手段

根据 @A)BC74(DC(2 定律，中等程度的动机激起

水平最有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同时，最佳动机激

起水平与作业难度密切相关：任务较容易，最佳激起

水平较高；任务难度中等，最佳激起水平也适中；任

务越困难，最佳激起水平也越低［E］。因此，课程测试

的设计理念就是创造难度在 FGH 左右的问题情境，

使学生的学习由潜在状态变为活动状态，提高学习

积极性。比如，在“,</ 概论”部分，涉及许多名词，

诸如 +4>/、,</、4//、+/、I./、+J>、K>J 和 5<,/
等，如果在课程测试中以“ 名词解释”方式布置作

业，学生要背下答案并不容易，且枯燥无味，过一段

时间便忘了。但若将这些名词的主要思想以“ 选择

题”的方式出现，对容易混淆的概念以“ 判断题”的

方式发问，则学生完成作业时，强调的是理解，而不

是记住。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作业难度，另一方面也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果还要进一步降低这

些名词相关作业的难度，不妨改为“填空题”，如表 =
所示。

表 =9 填空题示例

中文名称 英文简称 英文全称

管理信息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

企业资源计划 +J>

计算机集成

制造系统
5<,/

+/ +LMA)N /&CNA1

I./ IOO0PA .QN(1%N0(2 /&CNA1

K>J KQC02ACC >)(R)ACC JAA2R02AA)02R

+4>/ +’APN)(20P 4%N% >)(PACC02R /&CNA1

=9 教学实践

作者将上述课程设计理念利用计算机技术加以

实现。课件以 ,0P)(C(ON >(SA)>(02N 为主，辅以 .Q7
NT()S%)A；课程测试以 /:U /A)VA)=GGG 数据库为基础

而建立，具有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试卷和相应

的分析统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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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实践中，用好 !"# 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

着手，一是要避免学生不能回答问题时的尴尬，可由

替代者、自愿者回答，或由老师引导回答。二是要坚

持使用 !"#，并记录相应成绩。课程测试是教学过

程中的重要一环，实施时可按进行测试、成绩登记、

统计分析、测试评讲和表扬优秀共 $ 个环节来完成。

通过对重庆师范大学、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 级到 %&&’ 级、()* 名本专科和高职本专科学生

的调查和统计发现：（+）(,-的同学支持使用 !"#；

（%）.%-的学生支持使用课程测试，但 %’- 的同学

认为课程测试加重了学习负担；（’）使用包含 !"#
的课件教学与不包含 !"# 的课件教学相比：在学生

无故旷课、迟到早退等纪律方面，前者比后者减少了

+)-；在学生主动拷贝课件方面，前者比后者多了

.-。（,）使用课程测试的教学和不使用课程测试

的教学相比：前者学生在课后阅读教材和浏览课件

的比例比后者高 +%-，前者学生购买参考书的比例

比后者高 +&-，前者学生提出问题的数量要多于后

者 ’+-，前者学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要高于后者

+*-。由此可见，!"# 和课程测试在“课程/专题/知
识点”教学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012》课件的讨论，极大地推

动了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的改革，为课程教学

更贴近教学目标做了积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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