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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教育模式的反思与创新

庄 晖 高 松 汪金爱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 ；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 院 , 上海

摘 要 ：
经过二十 多年的发展 ,

中 国 教育取得 了 快速发展。 然而 与 国 外商学院的发展和面临的

挑战类似 ,
关于 教育的规范性及有效性的质疑和批评与发展相伴而行 , 成为 了 教育的特征及促

使其发展的动力 。 行动学 习 以管理 实践 中 的真实 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 成为 了 国 外商学院弥补教育严谨性

与 管理相关性鸿沟 的有效工具 , 对于 中 国 商 学院的质量提升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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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诉求。 商学院教育者们也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 ,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 中 国 教育获得 期望对中国 教育模式进行创新 , 不仅在教学

了长足进步 , 为国 内外企业培育出 了一大批管理 规范性上有所改观 , 更希望从跟随者提升为引领

中坚力量 , 成为推动中 国企业变革和提髙国 际 者 。

竞争力 的重要因 素。 国 内开办 教育的学校 欧美 教育的发展也见证了质疑与反思的

由 年的 所增加到 了 年的 所 , 年 过程。 二战结束后 , 顺应时代潮流 , 美国 教

招生人数从不足百人发展到 了 万人 ； 尤其是 育创造了诸如辉煌的哈佛大学 届 , 成为
“

出

年连续三次扩充的院校达到 了 家
,

类拔萃的一代
”

中的佼佼者 但 年的两份综

占到了总数的 。 这些措施尽管促进了 教 合性报告却对管理教育提出 了严峻挑战 , 导致了

育的普及 , 可以为边远地区及中小企业输送亟需 教育结构化的大调整 , 管理教育与研究向定

的管理人才 , 但也导致 生源质量急剧下降 , 量分析倾斜 。 教育保持了近二十年的相对繁

同时院校间 项 目 的同质化严重 , 为了抢夺生 荣与稳定期 , 但对定量分析的偏爱导致与管理实

源并尽快站稳脚跟 ,

一

些急功近利的措施出现也 践的裂痕从此拉开 。 面对 年代 日本等国企业

在所难免 。 然而 , 弱冠之年的中国 教育开始 的崛起 ,
《 哈佛商业评论 》 年将美国企业国

面临着全然不同 的环境变化和发展要求 , 国内商 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部分归结为商学院教育 , 引

学院需要直面市场尤其是中 国企业界的转型 , 对 起对管理教育长时间的深刻反思 , 导致了商学院

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反思 , 以适应市场需求并为 百花齐放式的管理教育创新 。 进人 世纪 , 学术

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 。 界开始深刻反省管理研究和教育与实践的脱节 ,

教育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有着明显的区 明茨伯格等知名学者抨击商学院教育正在
“

迷失

另 市场需求与教育模式的矛盾 ,
以及对后者的 方向

”

或走 向
“

终结
”

, 社会需要
“

管理者而非

规范性要求等导致质疑与反思相伴而行 , 这些矛
”

。 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管理现实 ,

盾也成为了 教育的典型特征和促使其变革的 商学院教育显得无所适从 , 难以引领管理实践的

驱动因素之
一

年在国 内 教育开办 创新 ,
管理教育和研究正处于面临抉择的十字路

周年之际 , 以 《光明 日 报 》 的 四篇报道为代表掀 口
, 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

起了对中 国 教育的批判浪潮 。 这些批判尽 为此 , 本研究结合国 内外知名企业的管理实

管存在非理性成分 , 缺乏严谨的调查和论证 , 但 践 , 哈佛商学院、 斯隆商学院等国际
一

流商

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对国内 教育的规范性 学院的创新教育模式 , 以及欧洲许多传统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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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行动学习方法 , 提出 以行动学习改造传统 获得了更好的支持和指导。

教育 。 并认为这可 以较好地解决 目前 国 内 行动学习理论 自诞生以来 , 被广泛应用于全球

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 提高商学院教育与企业 各种组织的管理之中 ( 参考

需求的契合度 , 为国 内商学院由跟随走 向 引领探 , ；

索一条新路。
, 并成为组织学习 与 发展 的主流 (

全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 , 首先我们对行动学 。 许多知名企业的组织学习与管理活动中都

习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 其次 , 对国 内外商学院教 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行动学习 的方法 , 并成为成功

育面临的挑战进行回顾和总结 , 说明管理教育和 解决复杂问题、 提高创新能力 、 团 队建设、 领导

研究与实践之间 的鸿沟存在的缘由和问题 ； 第三 , 力发展 , 甚至改变组织文化或者管理控制的手段

为 了弥补 教育的严谨 相关性裂痕 , 国外 (

商学院开始采用行动学习等创新方法来加以改善 ,

行动学习方法已经成为 了 国外商学院和企业变革 、 波音 、

常用的模式之
一

。 壳牌石油等国外知名公司 以及国 内的华润 、 中粮

行动学习相关概念及理论 集团等公司 都在采取这
一模式提升 自 己 的竞争能

行动学习理论的提出 力 。 近年来欧美商学院受到知名企业的影响 , 也

行动学习 理论最早 由英国 的 教授 开始在领导力 、 创新 、 创业等教学领域中开始使用 ,

最早提 出 ( 。 早年在 国际知名 的卡文迪许 尤其是在与企业合办的教育项 目 中获得了较好的

实验室与许多知名 学者 , 包括现代原子物理之父 成效。

卢瑟福等诺贝 尔奖获得者
一

起工作时 , 发 国内外 教育面临的挑战

现
一

流学者大多较为谦虚 , 注重与同事间的讨论 国外 教育面临的挑战

和交流来获取新的知识。 年代作为英国国家 早在 年哈佛商学院首次设立了 项

煤炭委员会的教育负责人 , 发现面对复杂 目 , 然而 教育在二战之前获得的关注及在社

的组织问题 , 煤炭经理人通过相互讨论可以获得 会的影响相对较小 。 随着二战的结束 , 大批退伍

更好的学习 , 从而提髙应对困难形势的能力。 在 老兵进人了商学院选择攻读 许多学员后来

此基础之上 , 提出 了行动学习理论 , 认为 成为了知名公司的领导者 , 如最为知名的哈佛大

行动学习是一群人就管理实践中的重要问题的解 学 届 名 毕业 年后 都担任

决组成团队 , 在现有知识 ( 结构化知识 ) 的基础 了所在公司的 或 , 包括当时最知名的强

上通过质疑与反思来获得解决方案的学习 过程 。 生 、 施乐等顶尖公司领导者 , 他们的公司年收入

认为个体的知识 由两部分租出 , 在当时高达 多亿美元 。 由此成为了
“

美

即结构化知识 ( 和质疑性见解 ( , 并提出 了 国 梦
”

的化身 , 研究表明他们更善于竞争 , 财富

的公式 。 来 自传统教育方式的知识 , 而 的积累速度也远远高于同龄人。

则指提出有洞察力的问题 , 是探索未知的技能 , 然而 , 这
一过程却与严苛的质疑和批评相伴

正是后者创造了真正有效的学习 。 而行 , 并成为 教育的特色之
一

。 福特基金

行动学习理论的发展 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在 年代开始通过资助商

普遍认为行动学习是一种
“

个人和组织发展 学院教学和研究 ,
以提升美国大学在这一领域的

的方法 ( 其潜在假设是正式教 竞争力 , 并逐渐成为 了影响商学院变革的
“

主导

育不足以达到真正的学习 目 的 , 知识更多地来 自 组 织 (

”

书本之外 。 学习 不仅仅是通过书本或者听课获得 。 然而 , 年来 自这两个组织的报告对管

知识或技能 , 而是要将知识和技能应用到行动之 理学的教育和研究提出 了严厉质疑和批评 ,

中 , 只有实现了 知行合一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学习 教育甚至整个管理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合法性

。 的行动学习理论与 中 受到 了严重挑战 。 这两份报告导致了影响深远的

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
“

博学之
,
审问之 ,

慎思之
,

商学院教育变革 , 许多批评和建议时至今 日仍然

明辨之 , 笃行之
”

( 《礼记 中庸 》 ) 以及荀子
“

学至 是髙悬在商学院管理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于行之而止矣
”

( 《荀子 儒效篇 》 ) 的理念存在相 这些报告 的 出 台 以及资助政策的 变换 , 引

通之处。 但 的理论更为系统并有较好的可 起了商学院教学与科研体系的结构性变化 , 各大

操作性 , 后来的学者和实践者们将其与 的体 商学院不约而同地朝定量分析的方向转变 , 并在

验式学习 ( 或经验学习圈理 教学中增加了统计学 、 经济学、 管理会计等

论相结合 (
； , 在理论上 定量分析性课程 ( 。 在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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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领域 , 商学院应用
“

精确 、 控制 、 可验证模型
”

然而比国外商学院更严峻的是 , 中 国商学院

等标准
“

热情
”

拥抱着科学范式 ( 长期面临着缺乏严格学术训练 , 又对中 国管理实

； 。 科学规范的研究方 践有着深刻了解的教师队伍所带来的困扰。 中 国

法也促使管理学研究迅速成长 , 学术的规范性和 现有商学院的教学主力是来 自经济学或者早期管

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声望得以大幅度提升 , 但 理工程、 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的老师 , 他们在科学

是管理研究和实践之间 的裂痕从此拉开并逐渐 分析和理论传授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 但由于缺

扩 大 ( ：
乏管理实践 , 尤其是所接受的教育模式与商业实

；
。 践脱节严重 , 教学方法和教育相关性成为了 中国

然而 年代 末和 年代初 日 本企业 教育最大的挑战 。 部分院校通过引进国外商

的崛起 , 严重打击 了美 国管理者和商学院 的 自 学皖教师或者咨询界 、 企业界的专业人士来弥补

信 , 《哈佛商业评论 》 在 年甚至将美国企业 这
一缺陷 , 但同时引入了其他问题。 国外教师以

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部分归归咎到商学院教育 。 及
“

拿来主义
”

产生的课程设计、 教材及案例等

；
抨击到

“

我们为 教育建立了荒 缺乏本土元素 , 与 中 国管理实践相距甚远 , 出现

诞甚至不可思议的设计
”

, 培育出了偏执 、 冷酷但 了以错误的方式传递错误理论的局面 (

又畏缩不前的产品 。 作为对 报告的 。

修订 , 和 报告指 出商学 尽管在创办早期 由于直接引人国外商学院的

院课程过分强调分析能力而对问题发现、 解决和 课程设计 , 课程安排所受到 的质疑相对较小 。

执行力关注不够 (
, 并且缺乏对不 但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以及中 国企业的发展壮大 ,

同职能领域的整合 。 新一轮反思导致商学院开始 企业管理所面临 的环境越来越复杂 , 传统商学院

了百花齐放式的变革和创新 ,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 所培养的 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管理现实 , 甚至

组织文化、 领导力 、 人际技能、 全球视野以及行 成为 了企业管理或者组织文化的破坏者 。 比如马

动管理等 。 这次批评或反思并没有导致结构性的 云认为许多 学校只教了大量技能性的东西 ,

变化 , 管理学研究仍然在朝科学规范性的道路上 喜欢讲战略但却缺乏基本的专业精神、 敬业精神

前进 , 研究的严谨性和实用性之间 的矛盾并未得 及礼仪。 马云的批评比较吻合 和

到缓解。
( 的报告 , 教育的课程过度强调分析技

随着互联 网泡 沫的破灭、 商业欺诈 、 环境 能导致了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和执行力 的严重不

恶化 以及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到来 , 世纪的批 足 ( 也缺乏人际技能、 领导力 以

评更多地关注将人文、 社会责任、 商业伦理等 及管理智慧 ( 。

纳入 教育体系 。 后续批评实际上都在强调 行动学习方法在国外 教育中的应用

报告 的论断 , 即商学院好坏的分 无论是 年代 的 和 报告

水岭在于教师队伍和课程设计 ( 还是新世纪关于 教育以及管理教育的

。 所有这些批评性文章 , 实际上最后也或多 批评 , 都在反思过度强调科学分析 , 将管理抽象

或少指出 了商学院的今后应该选择的发展道路及 为科学而忽视现实情境所带来的危害 。 课程设计、

方向 。 教师队伍以及教学方式与管理实践的脱节 , 使得

国 内 教育面临的挑战 国内外 教育忘记了所服务的对象 , 许多公司

与 国外商学院所受到 的猛烈批评相 比 , 由 不得不依靠咨询公司或者商业培训机构 , 甚至 自

于开办时间较短 , 国 内商学院教育的严谨性与实 建企业商学院来培养能够学以致用 、 知行合一的

用性之间的鸿沟在发展早期并不是特别明显 , 因 管理人才 。 和 认为课堂

此受到 的挑战在早期并没有集 中于此 。 教 不能复制管理 ,
案例仅仅是案例 , 很难通过今天

育项 目 的设立在较为轻视职业教育 ( 阅读几十页的材料就让缺乏管理经验的学员在第

的 中 国髙校及教育传统中 , 管理者及 二天对公司 的战略问题评头论足 ； 静态以及理想

社会所关注的是其规范性问题 , 对于教育质量和 化之后的案例材料与持续变化的管理现实其实存

培养的科学性担忧类似于美国 年代福特和卡 在着很大差距。

内基基金会两份报告所指处的情况。 由此导致中 领导力研究发现学习领导力最好的办法就

国 教育在课程设计、 教材及案例上从一开 是 让学 习 者有 机 会 成为 领导 者 (
,

始就引入了国外知名商学院的模式 , 许多经济学、 其实学习管理最好的方法也是身处管理情

管理工程等崇尚数量分析的教师成为了教学骨干 , 境 (
,

。 进

缓解了 教育的科学性和理论传播的问题 。

一

步指出管理是根植于体验之中 的
一

种实践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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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源 自分析的科学。
,

认为实践 参考文献

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 , 分最佳实践者的标准就

是把不确定性情境转化为确定性的能力 , 这需要

大量的体骑式学习并应用到行动之中 。 因此 , 研 ,

究者们指出应对 教育质疑和挑战的最佳措 ,

施是增加临床培训和干中学即体验式学习 , 具体

的体验成为 了观察和反思的基础 ( , ；

。 作为职业教育 ( ,
,

“

的一种 , 商学院在培养 时应该增
”

,

强与所服务职业的联系 , 通过临床体验 , 理论联

系实践 , 以全局和综合性的观点来考察所研究的 ,

问题 。 ,

商学院开始将行动学习作为 教育的一 ’

种创新方法 。 斯隆商学院在 年代开始在

项 目 中推广行动学习 , 目前在该学院的整个
‘

学位教育中都可见其踪影 。 学员基于他们的项 目

获得最直接的实践感受 , 从而将理论与实践相联

系 。 等人 ( 在哈佛商学院和斯坦

福大学的经理人教育 变革领导和组织革新 )

’

项 目 中 , 通过行动学习的方式来教授创新、 领导力 、

’

文化和变革领导等知识 , 并与 公司合作开

展了 为期四年的工作坊式的培训。 这种教学模式
° ’ ° “矶

最大的特征是基于真实情景的问题解决方式 , 没
° °

有把教学看作教师主导的过程 , 而是教师协助的
’

团队式对话、 思考、 感受和行动 ( ,
。

° ■

‘

等人的研究表明行动学习方法不

仅提髙了教学效果 , 更是融合管理实践相关性与

研究严谨性之间鸿沟的桥梁。

对美国 、 英 国、 以 色列 的

所高校 以及初高 中 的行动学习 应用进行了全

所
“

胃自 色大部分 ？ 目 针对
“

！ 八 翁：

育
, 取得了显著成果 , 将行动学习带人髙等教育

的趋势比较明显。 然而 , 高校中的行动学习项 目

也不乏失败的案例 , 与生物体类似 , 组织也存在 ,

排异的特征 , 行动学习项 目与传统教育模式存在

很大差异 , 很容易 受到高校的排斥 而导致死亡

, 。 总结到 要避

免行动学习项 目 的死亡 , 需要做好二方面的工作 ：

第— , 争取广泛的髙层支持。 如果学院或者项 目

所 入没 介人或者 不理解 了动学

习 ’ 项 目
：
开始就难逃厄运。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

丁分校的行动学习项 目尽管比较成功 ’ 但在商
■

学

院院长更换后 以节约成本的名义被扫地出 门 ； 第

二
, 成为主要课程并成为学术项 目不可分割的部

丄 一

分 , 而不仅是
一

种新颖或者象征性的项 目 ： 第三 ,

发展更多的教授使用行动学习 , 避免 由于负责教

授退休或者离职而导致项 目消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