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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学习视角探析教师课堂角色
——

以 组 织 管理 学 角 色扮演教 学 为 例

？ 李晓蓓

摘 要 在课堂 中 引 入行动学 习 过程中 ， 教 师主要扮演三个 角 １亍动学习视角 禾ｕ行
１

动学 习方法

色 ： 知识专家 、 流程专家和教 育 者 。 通过对教师角色的描述和行动学 习 视角 和行动学 习 法 行动学 习 的研 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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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行为学 习 法环节 的分析 ， 刻画行动学 习 视角 下 的教师课堂通过大量观察研 宄 ， 发现人们往往能从项 目 实践和现实 的

角 色 。 另外 ， 以组织行为学课程知识点和行动学 习 法 （ 角 色扮工作经验 中 学 习 成长 。 Ｒａｅ ｌ ｉ ｎ 指 出 ， 从解决实际 问 题 中 学

演 ） 流程设计为例 ， 展现行动学 习法下教师的 角 色整合和转切 。 到 的知 识 、 技 能和 能力 不仅操作性强 ， 而且能直接 改善人

对教师 多 角 色的解析 ， 有助于教师更有效地应用 行动学 习法 。们 的行为 。 基于此理论 ， 行动学 习 法得到推崇 。 行动 学 习

关键词 教师角 色 ； 行动学 习法 ： 角 色扮演 法可概括为在行动 中 学 习 ， 通过参与 实 际项 目 ， 或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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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更主动有效地学 习 ， 完成教学 目 标 。

自 ２ 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起 ， 基于行动学 习 理论视角 的 行动应用 行动学 习 法 ： 教师 的 角 色分析 在上述环节 中 ，

学 习 法逐步得到 中 西方 各类工作者 的 关注 。 在学校 中 ， 尤教师的角色并不是单
一

或
一

成不变 的 。 如表 １ 所示 ， 行动学

其在 商学 院 的 ＭＢＡ 教 学 中 ， 行动学 习 法也成为 教学改革 的习 法应用 过程 中 教师主要有三大角 色 ： 知识专家 、 流程专

一

个指导方法 。 然而 ， 行动学习 在其他商业领域的使用 （ 如家和教 育者 。 知识专家主要对教学 目 标和 知识重 点进行 掌

企业 内 训 ） ， 使得教师在课 堂上 的 角 色变得模糊 。 行动学握和规划 。 对于社会科学课程 ， 对知识重 点 的甄选会反 映

习 法下 ， 教师扮演怎样 的 角 色 ？ 培 训 师 ？ 引 导 者 ？ 还是传教师的个人价值观 。 流程专家主要是设计和 引 导课堂流程 ，

统意义上的
“

园丁
”

？ 本文通过对行动学习方法的简要分析 ， 对每项活动如何展开 、 推进和反馈寻找 合适 的方法 。 教 育

提 出在课 堂应用 行动学 习 方法 ， 教师 主要扮演三个角 色 ：者主要指政师通过课堂 的言传 身教和与 学生 的互动 引 导 学

知识专家 、 流程专家和教育者 。 结合组织行为学课程的特点 ， 生 了解 自 我 ， 并进行 自 我提升 。 每个教师 角 色虽然在行动

及其应用 行动学 习 的 必要性和难 点 ， 本文进
一

步通过对变学 习 法各环节 中 的重 要性不 同 ， 但是不难发现 ， 这兰个角

革型领导力 的知识点结构和行动学 习流程设计示例 的展现 ， 色基本贯 穿课堂全过程 。 因 此 ， 要完成好教学 目 标 ， 需要

分析在不 同环节 中 ， 教师对 多种角 色的扮演 。教师 明 确这三个角 色 ， 并在三个角 色 中 进行整合或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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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行动学 习法应用过程 中教师的 多个角 色


教师角 色角 色描述 行动学 习 中 的主要环节

２
置 知

矢口识点的提炼与解构 ； 知识点与行动活动设计的结合 ： 问
知识专豕 点 ； 根据＋ 同 的课程 ， 可能

有教师个人价值观 的籠

设计 、 支持 、 引 导课堂流程 ， 课程流程整体设计 ， 可包括 ： 提 问 问题设计 ， 学生想法收集 、

无教师个人价值观的体现 讨论 、 展现和反馈的方法 ， 对时 间 的分配和物料的准备等

教 育者 与学生个体或群体互动 ； 教学过程的投入度等



师个人价值观的体现


如在 引 导课堂流程时 ， 教师 的主要职责是辅助行动学力 的欠缺之处 ， 在 日 后 改进 。 传统教学 ，

一

方面学生课堂

习 活动顺利进行 ， 如 调动 学 员 积极性 、 创建讨 论氛 围 、 疏接受知识 的容量有限 ； 另
一

方面 ， 即 使学生 掌握 了 重要知

导 负 面情绪等 。 另 外 ， 在 帮助学生反思时 ， 作 为流程专家识点 ， 也未必能够做好 。

的 教师需要放空 自 身 的 知 识 系统 ， 调 动学生 ， 进行个体或组织行为学 引入行动学 习法的难点 可 以从 以上分析

群体 的辨析与讨论 ， 从而体验 、 领悟和 总结相应 的 知识 。看 出 ， 要达成组织行为学的教学 目 标 （ 如改善学生行为等 ） ，

在反馈阶段 ， 教师可 能更 多地 需要扮演知识专家 的 角 色 ，传统 的教学方法还有所欠缺 ， 可 以 引 入行动学 习 方法 。 行

促进学生梳理 己经发现 的 零散 知识点 ， 构建并呈现相应 的动学 习 方法和形式很 多 ， 如可 以改善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 ，

知识体系 ， 明确和巩固 教学效果 。 另 外 ， 作为
一

名 教育者 ，由学生挖掘 自 身相关 的案例 ， 由学生互评进行反馈 ， 由学生

教师需要关注每个学生 的 成长 ， 耐心讲解 与答疑 ， 讲求伦完成具体行动项 目 （ 如 角 色扮演 、 团 队任 务 ） 等 。 进行合

理道德规 范 的传播等 。 教师在授课过程 中 需要 同 时兼顾知适的行动学 习设计有不少挑战 。 首先 ， 知识点与行动 内 容 （ 项

识和流程 ， 体现 自 我价值观和做到
“

无我
”

的状态 。 如果目 ） 的 匹配 。 行动 内 容设计需要与课程重要知识点相 匹配 ，

有可能 的 话 ， 也需要将课程 目 标与 学生 自 我成长 目 标相结往往 ９ ０ 分钟 的课时单项授课可 以涵盖 多个知识点 ， 而
一

个

合 ， 同时扮演好知识专家 、 流程专家和教育者三个重要 角 色 。 行动学 习 活动针对性
一

般会 比较强 ， 因此能涵盖的知识点会

２ 组织 ＾亍为学课堂教学引 入行动学 习 法有 限 。 这就对解构知识体系 、 突 出重要 的知识点 的知识专家

组织行为学 引 入行动学 习 法的必要性 组织行为学是角 色提 出挑 战 。 另 外 ， 重 要知识点 需要能够在行动 学 习 内

一

门 通过研宄个体 、 群体和组织系统对组织 内 部行为的影容上紧密结合 ， 这对知识专家和流程专家 的角 色提 出挑战 。

响 ， 以便应用 这些 知识来提高组织效能 的学科 ， 可 以 说是其次 ， 课堂时 间有限 ， 需要完成活动 、 学生反思 、 教师提

商学 院本科生和 ＭＢＡ 学生 的核心课程之
一

， 具有综合性 、问反馈等环节 ， 对流程专家角色的时间掌控能力提出挑战 〃

应用性强等特点 。 它 的 知识体系相对松散 ， 如判断与决策 ，教师的提问 、 反馈和归纳环节有难度 虽然有些提 问

工作动机 、 领导 力 等 ， 都是相对独立 的 知 识点 。 因 此 ， 在是能够在备课时准备的 ， 但课堂情况无法
一一

预估 。 因此 ，

授课时每个模块 内 容会单独展开 。 传统教学方法是通过传教师 需 要有觉察 的 能 力 ， 根据课堂情况 ， 或扮演 引 导流程

统案例教学 、 教师讲授等形式进行授课 ， 存在 ３ 个弊端 。角 色 ， 引 发学生群体对话或讨论 ； 或扮演教 育者身份 ， 通

１ ） 传统案例 教学的普适性弱 。 以 ＭＢＡ 学 员 为例 ，

一

个过提 问 引 导学生更 了解 自我 ： 或扮演专家身份 ， 给予启迪 。

班级 的 ＭＢＡ 学员大多年龄差距较大 ， 会有
一

定 的地区差异性反馈和 归纳环节是知识产生和传递 的重要环节 。 对学生 的

和企业与职能背景的差异 。 在挑选案例时 ， 案例 的选择可能发现或领域知识点进行归纳 和梳理 ， 需要扮演好 内 容专家

会对某些学 员 来说较为合适 ， 对某些人则相反 。 如研 究表和流程专家 的 角 色 。 引 发学生思考如何能够改善 自 身行为

明 ， 同样是个人参加 多 个组织 内 部非正式的 小群体这
一

行主要是 要进入
“

无 ？乂
”

状态 ， 扮演好流程专 家 的 角 色 。 最

为 ， 在个人主义 国 家如美 国 ， 有利于个人 的晋升 ； 而在集后给予 学生行为启 迪则 是需要进入
“

有我
”

状态 ， 即 告诉

体主义 国 家如 中 国 ， 则 不利于个人 的晋升
［
５ ］

。 因此 ， 在相学生怎样做会对哪些组织有怎样的效果 （ 知识专家角色 ） ，

关章节 中 如用外企案例 ， 其最佳实践未必适用 中 国 的环境 ；并提倡符合道德伦理标准的积极进取的行为 （ 教 育者角色 ） 。

如采用 民营企业的案例 ， 则对大部分外企 的学员 帮助较小 。３ 组织行为 学引 入行动学 习 法示例 ： 变革型领导

２ ） 学生投入度较低 。 无论是案例教学还是教师授课 ，的角色扮演设计

学生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 是
“

要我学
”

， 而非
“

我要如 上所述 ， 根据不 同 的 内 容进行课程流程设计 ， 每 堂

学
”

的状态 。 遇到有挑战性的话题或者学生经验少 的话题 ，课程会有所不 同 ， 在具体流程 中 ， 教师需要整合和转切不

如商业谈判等 ， 有些学生会缺乏热情 ， 无法投入 。同 的 角 色 。 以 下 以变革型领导这个知识点作为示例 ， 探析

３ ） 教学效果有待改善 。 缉织行为学这 门课的
一

个 目 标教师 的 课堂角 色 。 变革型领导是组织行为学领导力 章节 的

是改善个体在组织 中 的行为 ， 提高绩效 。 以领导 力为例 ，主要知 识 点 ， 也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主要 的领导 力 行为 。

就是 需要提升个体 的领导能力或者帮助个体发现 自 己领导其核心 问题包括 ： 怎样 的行为属 于变革型领导 力 （ 定义为

２ ０ １ ６年 １ ２月 下 第 ２ ４期 （ 总第 ４ ０ 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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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行动学 习法下的教师角 色探析 ： 以角 色扮演的教案设计为例


流程 内 容


对应的知识点


时 间 （ 教师角 色 ）

学生三人
一

组进行角 色扮演 不适用 １ ０
？

１ ２ 分钟 （ 流程专家 ）

【 组 内反馈 】

下属给经理反馈 自 己的感受 知识点 Ａ 和 Ｂ５
？

６ 分钟 （ 流程专家和知

旁观者给经理反馈 自 己 的感受 知识点 Ａ识专家 ）

【 组间交流 】

在和经理沟通后 ， 和愿意改变 的下属进行交流 （ 为什么愿意改知识点 Ａ 和 Ｂ

变 ） ， 旁观者补充 １ ０ 分钟 （流程专家和知识

在和经理沟通后 ， 和仍然不愿意改变的 下属进行交流 （ 为什么不知识点 Ａ专家 ）

愿意改变 ） ， 旁观者补充

【 归纳与反馈 】

归纳 ： 哪些行为 （ 谈话方式和 内容 ） 有利于改变下属不理想的行知识点 Ａ 和 Ｂ ５ 分钟 （ 流程专家和知识

为 ， 是如何改变 下属 的 专家 ）

提 问或反馈 ： 通过觉察下属的特点 （ 所在企业 、 个性特点等 ） ，知识点 Ｃ 和 Ｄ４ 分钟 （流程专家 、 知识专

分析评述为何有些行为对有些人特别有效果 家和教育者 ）

【 总结 】 在课程最后 ， 对所有知识点进行总结 ， 并给 出行为指导 知识点 Ａ
？

Ｄ ，ＡＢ 为主 ６ 分钟 （ 知识专家和教育者 ）

知识点 Ａ ）？ 变革型领导行为是如何改善个人行为的 （ 定义选择合适的 小组进行组间交流 。

为知识点 Ｂ ）？ 传统 的教学方式是将理论模型 和部分实证研 ３ ） 组 间交流 。 按照结果分两类小组进行交流 。 教师 的

宄结果进行总结授课 ， 并进
一

步 阐述 中 西关于变革 型领导主要 角 色仍然是流程专家和 内 容专家 ： 流程专家 内 容在于

行为的差异 （ 定义为知识点 Ｃ ） 和在哪些情况下变革型领导确保 小组能够有序 、 充分地交流 ； 内 容专家主要体现在根

力 （ 定义为知识点 Ｄ ） 更为有效 。 也可邀请学生或 ＭＢＡ 学员据 知识点 ， 选择有代表性 的 小组发言 ， 对有价值 的 、 重要

分享实 习 或工 作 中 的领导是 否 具有变革 型领导特 点及 其效的信息进行简要重复等 。

果 （ 结合知 识点 Ａ
￣

Ｄ 进行反馈 ） 等 。 但按 照之 前讨论 ， ４ ） 归纳与反馈 。 归纳阶段主要是流程专家和 内容专家 ，

传统 的授课方式难 以使学生融入 ， 很难让学生有感性认识对所有分享 的组 员 的发 言进行梳理和 归纳 ， 与 知识点相结

（ 如何为变革型领导行为 ， 它 如何起作用 ） 。 即 使熟记 了合进行简评 。 反馈阶段则 更 多 觉察学生 的 个人特点 ， 或者

这些知识 点 ， 学生也未必能够 改善行为 ， 做好能改变 下 属是对上 下属之 间 的特 点 （ 如 同为女性 ） 进行提 问 ， 引 发思

行为的变革型领导 。 考和评述 。 这
一

阶段也可能扮演教育 者 的 角 色 ， 给个别 学

引 入行动 学 习 方法后 ， 首先将知识点 简 化 ， 聚焦于 知生细致 的反馈 ， 如某种领 导行为特别适合某位学生等 ， 并

识点 Ａ 和 Ｂ ， 即 怎样的行为属于变革型领导力和变革型领导阐述原 因 ， 促进学生对 自 我认知 。

行为是 如何 改善个人行为 的 。 将其余 的 知识 点 （ 知识 点 Ｃ ５ ） 总结 。 总结阶段主要是课程结束时对整个章节 的知

和 Ｄ ） 进行弱化 。 其次进行对行动活动 的设计 ： 变革型领导识 点进行重述 ， 并提 出 行为指导 。 在这个过程 中 教师主要

的 角 色扮演 设计 。 具体而 言 ， 三人为
一

组 ， 设置经理 、 下扮演 知 识专家和教 育者 的 角 色 ， 加 强学生对所有知识 点和

属 和 旁观者三个角 色 ， 经理和 下 属有各 自 的 角 色脚本 。 角知识体 系 的 掌握 ， 并 引 导他们采用 更有效 、 更符合人性伦

色扮演情境概括来说 ， 是 下 属在 工作 中 呈现 出 不理想 的工理道德原则 的领导行为 。 ■

作行为 ， 经理需要通过与 下 属谈话来 改善他 ／ 她 的行为 。参考文献

具体流程如表 ２ 所 ７Ｔ ： ， 包括 ５ 个环节 ： 角色扮演 、 组 内反馈 、 ［ ｌ ］ Ｒ ａ ｅ ｌ ｉ ｎＪＡ ．Ａ ｃ ｔ ｉ ｏｎ ｌ ｅａ ｒｎ ｉ ｎ
ｇ

ａ ｎｄａｃ ｔ ｉ ｏｎ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Ａ ｒｅ ｔｈ ｅｙ

组间反馈 、 归纳反馈和最后 的总结 。 ｄ ｉｆｆｅ ｒｅ ｎ ｔ ？ ［Ｊ ］ ． Ｏ ｒ
ｇ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Ｄｙｎ ａｍ ｉ ｃ ｓ

， １ ９ ９ ７
，２ ９ （ １ ） ： ２ １ 

－

３ ４ ．

１ ） 角 色扮演 。 通过 １ ０
？

１ ２分钟 的 角 色扮演 ， 经理与 ［ ２ ］ Ｒｅｖａｎ ｓＲＷ．Ａｃ ｔ ｉ ｏｎ ｌ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Ｎｅｗ ｔｅｃ ｈｎ ｉ

ｑ
ｕ ｅ ｓｆｏ ｒｍａｎ ａｇ

ｅ －

下属进 行对话 、 互动 。 旁观者进行观察 。 教师此时 的 角 色ｍｅｎ ｔ ［ Ｊ ］
．Ｌｏｎｄ ｏ ｎ ：Ｂ ｌ ｏ ｎｄ ＆Ｂ ｒ ｉ

ｇｇ
ｓ

， １ ９ ８ ０ ．

主要是流程专家 ， 在不 同 小组 间观察他们 的进程 ， 比如 ： ［ ３ ］ Ｅｄｍ ｏｎ ｄ ｓ ｏ ｎ Ａ ． Ｐ ｓｙｃｈ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ｓａｆｅ ｔｙ 
ａｎｄ ｌ ｅａ ｒｎ ｉ ｎ

ｇ 
ｂｅｈ ａｖ ｉｏ ｒ  ｉ ｎ

各小组是否清楚角 色扮演 的任务 ？ 是否进入角色 ？ 等等 。ｗｏｒｋ ｔｅａｍｓ
 ［ Ｊ ］ ．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 ｔ ｉ ｖｅ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

ｙ ， １ ９９９
， ４ ４ （ ２ ） ：

２ ） 组 内反馈 。 组 内反馈主要 由下属和旁观者对经理的３ ５ ０
－

３ ８ ３ ．

行为进行反馈 。 下属和经理通过 自 己的亲身实践和 自 我 （ 他 ［ ４ ］ 胡硕兵 ． 催化型领导 力初探 ［Ｊ ］ ． 领导科学 ，

２ ０ １ ２ （ ３ ０ ） ：

人 ）反馈 ， 学习 知识点 Ａ 和 Ｂ 。 旁观者通过观察和反馈 （ 思考 ） ，３ ９
－

４ ０ ．

通过社会学 习 的过程 ， 学 习 知识点 Ａ 和 Ｂ 。 在此阶段 ， 教师 ［ ５ ］ Ｘ ｉ ａｏＺ
， 
Ｔｓ ｕ ｉ ＡＳ ． Ｗｈ ｅｎｂ ｒｏｋｅ ｒｓｍ ａｙ

ｎｏ ｔ ｗｏ ｒｋ ：Ｔｈｅ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主要有两个角 色 ：

一

个是流程专家 ， 主持流程的顺利进行 ；ｃ ｏ ｎ ｔ ｉ ｎｇｅｎｃｙｏ ｆ ｓ ｏ ｃ ｉ ａ ｌｃ ａ
ｐ

ｉ ｔａ ｌ ｉ ｎＣｈ ｉｎ ｅ ｓｅｈ ｉ ｇ ｈ
－

ｔ ｅ ｃｈｆｉ ｒｍ ｓ
 ［ Ｊ ］

．

二是 内 容专家 ， 到各小组 了解情况 ， 通过倾听和知识点连接 ，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 ｔ ｉｖｅＳｃ ｉ ｅ 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 ｒ ｌｙ ，２０ ０ ７

，５ ２⑴ ： １ ３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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