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财商学院教育教学成果示例

面向 !"# 的 !创业和风险投资 "

课程在开设伊始 # 课程负责人就致力

于探寻适合研究型大学商学院特色的

创业类课程的教育理念 $ 教学模式和

教学手段 % 在对全球主要商学院以及

当下流行的各类创业教育教学培训机

构开设的线上线下创业类课程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 # !创业和风险投资 " 课

程设计理念是力求把创业和创业教育

的前沿研究成果和中国创业实践充分

结合起来 # 积极呼应上海财经大学商

学院关于 &为商学之试验室 # 复以研

究所得 # 贡献社会 # 学校社会联跗并

萼 # 相得益彰 ' 的愿景 # 持续探索并

优化契合中国情境和上财 !"# 特色的

教学模式%

在教学模式上 # 立足财大 !"#

学生的诉求和认知特征 # 采用多种教

学手段 # 采取双师同堂的授课方式 #

通过校内老师的讲授 # 使学生对创

业 $ 风险投资等基本概念 $ 运行规

律 $ 经典理论以及研究发展的前沿动

态有全面的了解 ( 通过一线嘉宾到课

的现身说法 # 使学生对中国情境下的

创业和投融资实践有更为直观的感受

和理解 %

在课程设计上# 强化学生面对面的

交流# 积极践行 &知行合一' 的教育理

念# 通过课堂创业团队的组建$ 创业项

目分享和互评机制# 激发 !"# 学生课

程学习的涉入深度# 充分发挥线下教学

所具有的优势%

在激发学生对创业活动的多维度

思考上 # 鼓励学生以创业者和投资者

双重视角评价创业项目 % 课程开设

以来 # 将精益创业思想应用于课程

建设中 # 根据学生建议和反馈 # 快

速迭代 # 完善课程设计 $ 优化教学

与实践环节 # 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

쓽练出系列可以推广的教学实践成

果 % !创业和风险投资课程 " 也因此

获得了上海财经大学第五批研究生

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资助 %

在培养教学科研团队上 # !创

业和风险投资 " 课程以教学为抓

手 # 吸收多名青年教师 $ 博士生 $

硕士生 $ 本科生参与到课程建设

中 # 初步培育出一个教学科研团

队 # 在教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系列

教学学术成果 ) 以课程自编讲义

为基础的教材 !创业企业融资战

略 " 将 由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出 版 社

$%&' 年秋季出版 ( 围绕课程内容 #

课程教学核心团队主持及参与翻

译了 !设计思维创新之道 " # !价

值与资本管理 " 等书籍 ( 以核心教

学团队为主体的研究团队获得了上

海市 $%&' 年度 &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 ' 죭科学研究领域重点项目 !基

于资本配置视角的上海创新型企业

*案例 + 研究 "%

随着课程建设的推进 # 课程影

响力逐步加大 # 吸引到越来越多的

创业者和投资者到课分享 # 嘉宾池

日益丰富 % 未来课程会进一步完善

&双师' 同堂的教学模式# 根据课程

目标和选课学生特征寻找并筛选匹

配度高的嘉宾 # 彰显基于研究型大

学商学院创业类课程教授的特色 #

推动学生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的深

度体验 # 进一步提升创业类课程的

教学和训练效果%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蔺楠博士

&商学!供应链管理"理论与实践教

学体系' 课程立足于理论系统性与实践

应用性#教材全面$精炼$系统地介绍供

应链管理的理论$方法$헾策和实践#突

显&案例引导 实用为要$精心策划 体系

完整$与时俱进 内容新颖'等商学教材

特色#满足商学实践教学需要%通过强化

教学内容&基础性'和&前沿性'并重的理

念#强调&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

结合#将课程建设成为 ( 个&一流'*一流

教师队伍$ 一流教学内容$ 一流教学方

法$一流教学材料$一流教学管理+的商

学精品课程%课程不但重视基本理论$基

本方法的实际应用#探索&重视基础#췘

展视野'的创新特色(而且注重把握全球

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先进理念# 结合新

制度经济学# 探索供应链管理相关模式

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有效利用学科视角

差异的优势# 建设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

视角和方法相互融合的商科特色教学%

课程教学还编写了大量案例教学内容及

实验教学内容#通过组织模拟教学$폎戏

分析教学和案例讨论教学等方式# 引导

学生分析问题#使学生通过模拟$폎戏和

讨论直观$ 形象地体会供应链的运作过

程% 具体如下)

*&+课程组织形式)&采取讲授和课

堂讨论相结合'% 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全

程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课前提供电子

阅读材料#供学生事先预习阅读和思考(

课上组织学生围绕预定主题进行讲解$

讨论和探索# 评述学生回答视角和深度

的优点与不足# 逐渐培养其独立思维和

自主探究的能力% 推行&知识传授)问题

解答)案例讨论'的商学研讨教学模式%

*$+ 变革教学模式)&文献阅读和企业调

研相结合'% 课前提供案例材料$当前具

有一定普适性$学术前沿性的问题#学生

上网收集案例数据进行分析# 阅读相关

文献思索探究解决措施和策略( 퇻请企

业相关人员进入课堂参与授课和讨论#

培养学生合作团队集思广益的意识% 通

过实践教学来吸收和消化理论教学的内

容#并将案例的&讲解!讨论!总结'成为

培养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的重要

环节%**+变革教学手段)&理论研究和案

例分析相结合'%将教学大纲$授课方案$

课程教案$教学课件$复习思考$参考文

献等教学资源全部上网# 方便学生取用

学习% 从课程教学大纲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要求出发#根据各讲的教学主题#通过

深入企业实际调研$企业课题研究实例$

校友提供实际素材等做法# 设置与之相

符的实践案例教学内容# 以课堂讨论为

主要形式#对典型案例进行引导讲解$研

讨分析和应用指导# 和学生一起共同寻

找多个解决方案# 培养学生灵活应用理

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从而达到理念

创新与实践应用有机结合的目标% *++变

革教学思路)采用&理论教学与现状模拟

相结合'%在相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教学

中#采用现实数据收集$阅读典型企业案

例精选$ 解决方案讨论和方案实施效果

预估等方式# 얨缩和提炼现实企业的典

型管理问题%在问题讨论过程中#将学生

分组#以供应链不同环节角色#应用相关

理论和方法提出解决方案# 突出供应链

理论在物流$制造等企业的应用性#打造

&课堂教学模拟)案例讨论)슼像教学)方

案设计与仿真'的全方位实践教学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谢家平博士

!组织行为学"是一门关于人性和人

心的课程%它从个体$人际$좺体和组织等

层次来帮助学生深入$系统地认识人在组

织中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组织效能的

影响# 从而提升学生的团队和组织领导

力% 作为一门典型的关注&죭技能'的课

程#!组织行为学"看上去很容易&教'#但

实际上非常难&教好'% 헽是这样的特点#

让我从初登讲台时的&自信满满'在两年

后就跌入了&徨失措'的低谷%

为了走出困境# 我进行过多次课程

改革% 虽然每次课程改革都有或多或少

的成效# 但基本上都是在教科书框架上

的修修补补# 并没有形成一套独具特色

而又行之有效的课程体系% 这种状态一

直持续到我开始协助学院建设 !"# 和

,!"# 项 目 的 学 习 效 果 保 障 体 系

-#../01234 56 74102829: #;7<# 벴一套

&以学生为中心'的$냼含&目标设定!课

程校准!结果评估!持续改进' 四个基

本步骤的闭环项目质量管理体系%

#;7 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管理学位

项目的质量# 쓇么它能否帮助我们管理

课程的质量呢,놧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将

#;7 的核心理念融入到了!组织行为学"

课程的设计当中# 形成了一套课程体系

建构方法%这套方法有两个关键点)一是

将学生放在教学过程的中心位置# 所有

教学设计都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为目

的(二是通过&根据项目学习目标确定课

程学习目标!围绕课程学习目标设计课

程内容$ 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分析考

核结果和学生反馈!反思与改进' 的闭

环设计流程持续改进教学设计% 基于这

两个关键点# 整个课程的教学设计体现

出四大特点)*&+在课程内容上#强调专

题模块与知识整合并重# 知识学习与实

战训练并重(*$+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根

据课程学习目标$ 专题模块的特点和学

生的特点来组合运用互动式讲授$ 案例

讨论$模拟练习$닢评分析$视频分析和

小组案例报告等多种方法(**+在考核方

式上# 强调根据课程学习目标综合使用

多元化的考核指标以有效评估学生的学

习效果(*++强调教学过程中的动态改进

和教学生涯中的持续改进%

我从 $%&( 年开始将这套课程体系

建构方法用于实际教学中#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成了九个 !"# 냠的 !组织行为

学"教学%在持续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的

同时#这套方法也日臻成熟% 此外#基于

这套课程体系建构方法# 我对我讲授的

另一门课程---!돥突管理与谈判"进行

了重新设计#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从教学实践来看#这套基于 #;7 核

心理念的课程体系建构方法虽然不能保

证让我们成为教学名师# 但是它的确可

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管理课程质量$ 提升

教学的价值#并让我们向&人课合一'的

教学境界一步步靠近%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韩玉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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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时期的商学教育改革
!!!짏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第二届!"#教学成果奖出炉

新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开放$냼容$普惠$共享等特征#对

中国大学提出了新要求#也赋予了新使命%作为国内第一所

按照西方现代商学院体制建立起来的商科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百年来始终立于变革创新的潮头#与国家民族发展

休戚相关#为中国商学教育的萌发勃兴书写独特篇章%

킽火相承"냙年匡时魂

弦歌不辍百年路# 킽火相承匡时魂% $%&=年# 上海财

经大学迎来百年华诞# 一万八千余名校友从四海五洲返回

母校# 重温上财人的精神轨迹% 承载百年荣光# 如今上海

财经大学带着崭新梦想迈入新时代$ 첤上新征程% 面向国

家 &双一流' 建设号召# 学校以 &建设具有鲜明财经特色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为总体建设目标# 加快推进一流学

科建设# 在新的变革时代下续写中国高等财经教育更加绚

烂的上财篇章%

뇼承 &厚德博学# 经济匡时' 的校训 # 上海财经大

学商学院自恢复成立以来依托学校雄厚实力# 坚持 &培

植商业人才$ 研究商学$ 领导商人$ 构建和传播商业文

明' 之使命# 쟣力打造独具 &财经特色' 的!"#人才培

养方案# 优秀成果不断涌现% 同时# 坚持 &国际化' 道

路# 对标国际商学名校# 积极汲取先进办学理念# 先后

通过#!"#国际认证 $ 中国高质量!"#认证 *>#!,#+$

##>?"国际认证%

랲是过去# 뷔为序章% 为支持学校 &双一流' 建设#

商学院迎来发展新契机---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年&퓂&@日# 原商学院与原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重组上海

财经大学商学院% 重组后的商学院融合既有优势# 以 &工

商管理'$ &应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三个一级学科

为抓手# 形成本$ 硕$ 博$ !"# *,!"#+$ !A"全体系学

位架构# 并以学习效果保障体系 *#../01234 56 74102829+

为支撑# 进一步健全学科优化和动态调整长效机制% 商科教

育新发展#탮势待发%

뾪拓创新"!"#教学模式改革在即

从最初的@家试点高校#到如今全国各地开枝散叶#中

国!"#教育已走过近三十载#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其提

供了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人才也愈发成为助力中国

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之一% 然而#起步较晚的中国!"#教

育要与全球领先商学院同步发展#依旧任重而道远%

&每一所商学院都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 全国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孙铮教授多年来坚持关注和探索!"#教育发展 %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他指出 # 中国开展!"#教育 #

既不应是现有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简单移植# 也不是国外

!"#培养模式的机械模仿# 而应是根据国情探索出一条属

于自己的!"#培养之路% 特别是当下国内互联网新兴技术

的崛起# 更为当代!"#教学带来挑战% &互联网的便利性

让学生们快速得到信息# 因此对!"#教师来说# 如何利用

互联网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进而改革教学方法是亟需思考的

问题%'

돽了应对新兴技术的迭代更新# 如何让国内!"#教育

更加贴近商业环境开展教学也是!"#人长期探讨的主题 %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劲松教授坦言) &目前国内

多数!"#培养院校在教育模式上尚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教育

模式和观念的影响# 科研与实践存在一定脱节%' 如何弥补

这一块, &学校在体制上可以适当放权%' 李劲松教授认为#

在确保教学规范的前提下# 可以进一步鼓励商学院去探索$

设定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商学院是教育和

领导商人探索商业现象背后的复杂规律% 在中国经济高速运

转的当下# 我们培养的人才更应该用国际语言向世界贡献中

国管理智慧% '

쏦向未来"쪦资建设是首要战场

!"#教学模式改革离不开师资力量的支撑% 就全国而

言# 퇛下具有较高理论水平# 同时又有一定实践经验# 熟悉

!"#教学特点#熟练掌握教学方法的教师仍然缺乏% 师资力

量不足仍是制约国内!"#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上海财经大学着力探索开放环境下高

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和财经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뷴随学校步

伐#上财商学院同样将师资建设列为新阶段发展的首要战场%

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为引领#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

长魏航教授在学院重组后第一时间提出)&应坚定不移地以顶

尖科学研究为牛鼻子#进行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 '魏教授认

为#캩有以高质量师资队伍为地基#培养和输送出&能适应全

球化竞争$ 具有卓越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的高端财经人才及未

来商业领袖'#才能持续不断地为国家建设提供先进有效之助

力% &至$%(%年#上财商学院应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建

设$社会服务等各方面跻身全球商学院前(%名% '

作为我国首批!"#项目试点院校#上财商学院!"#教育

发展至今已建立了符合商学教育规律的治理体系% 而为进一

步盘活全校一流师资资源#鼓励更多任课教师参与!"#教育

教学研究和创新实践#商学院自$%&(年起先后设立&!"#뷜

出教学奖*明星教师+'和&!"#教学成果奖'#充分调动教师

积极性#닺出了大批教学研究硕果% 今年#第二届!"#教学成

果奖评选活动再度举办% 经过为时半年的申报$路演$评审和

公示环节#最终韩玉兰$�楠$킻家平*位教授以其在教学及教

学管理实践中的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等特点脱颖而出#햶

获本届荣誉%

教学成果介绍

双轮驱动下 #ퟩ织行为
学$ 课程体系建构研究与实
践%()*与人课合一

教学成果介绍

商学#릩应链管理$理论
与实践教学体系

教学成果介绍

基于创业理念的 +,(

创业类课程教学实践探索
&&&틔 #创业和风险投

资$课程为例

上财商学院第二届 !"# 教学成果奖评审会!

上财 !"# 헻合实践项目!

上财 !"# 쿗礼母校百年华诞!

培植&双创'生态#推进国家财经素质教育和&服务)'创新人才培养
刘兰娟' 刘志阳' 훬红军' 应望江' 돂红梅' 역曦' 江晓东 ' 李怡文 '

퇮丹' 탬颖

财经素养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基础教育+ 刘志阳' 刘兰娟' ퟞ竑' 뷰怡' 헅浩平' 풬钫芳

&举校体制' 与上财 !"# 教育二十六年改革创新 骆玉鼎' 톦丽萍' 孙铮' 듷国强' 王少飞

基于 &通识$ 交叉与个性化' 培养的工商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实践

李劲松' 江晓东' 뷹玉英' 톦亮' 刘志阳

!"# 培养机制改革与持续改进 孙铮' 듷国强' 骆玉鼎' 났春荣' 王兰凤

财经&,)4'新教育实践项目)创新型全日制本科生培养的探索 刘黎明' 华' 첷予絮' 훜庆贵' 짪力遥

案例开发与案例教学协同发展探索 王少飞' 李思志' 헅倩' 럫伟忠' 첷惠灵

,BC 즳盘模拟---从 !"# 实践实验教学到赛事教学一体化的
尝试

劳帼龄' 컢云珍' 퇮建平' 王伟峰' 王爱丽

以国际认证为指导# 打造符合现代商学教育发展的实践型师资
队伍

钟鸿钧' 刘松鸽' 李锋' 헅洁' 刘群群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