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职业胜任力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新模式探索与实践” 

教学成果介绍 

本成果源于 2010年获批的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以此为依托，学校率先在工商管理、教育、农业等专业学位点开展以提升职业

胜任力为目标的案例教学改革探索，先后申报立项了 6 个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81 个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建设项目。以案例教学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探

索，提高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成果简介 

   （1）构建了面向职业胜任力的案例教学理念，制订了“德、知、行、能”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以职业胜任力为导向，以案

例教学为突破口，以“道德品质塑造、知识体系建构、行为方式引导、职业能

力训练”为准则，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案例开发与教学，实现了价值塑

造、知识传递、能力培养的育人目标。 

   （2）打造了“多维融合”的案例开发与教学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围绕课程

群组建案例建设团队，组织申报校级及以上案例教学研究和案例库建设项目。

将“政、社、企、产、农、教”等行业领域场景与案例教学“调研、编写、教

学、实践”四环节有效衔接，创建“校内与校外导师、研究生、实践平台、案

例开发、创新创业、竞赛活动、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等“多维融合”协同机

制。 

   （3）创立了“专精特新”的教学案例建设基本规范。“专”是指专业硕士

核心课程案例的开发；“精”是指案例开发聚焦专业领域现实问题、前沿问题



和行业产业发展的“短板”；“特”是指建设具有“湖大特色印记和底蕴”的

教学案例，塑造学生自强不息、克难奋进的湖北大学“习坎精神”；“新”是

指案例开发与教学的持续更新，以适应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胜任力培养的新要

求。 

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是解决了案例教学目标单一的问题。传统的案例教学设计与实施，主要

专注于通过案例诠释专业知识点，忽视对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塑造，以及对批判

性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通用职业能力的培养。通过构建“三

位一体”职业胜任力目标，强化了教学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创新导向。 

二是解决了学生缺乏情景认知的问题。目前大多使用公共平台的教学案例，

教师和学生对案例情景易产生认知偏差。通过“多维融合”协同机制，使学生

获得真实的案例情景体验，有效提升了案例教学效果。 

三是解决了教学案例开发低效的问题。大多数教学案例开发往往以教师个

体为主体，由于缺乏团队合作，导致案例开发与教学的重点不突出，使用效率

低。通过制订“专精特新”教学案例建设规范，产出大量“面广质优”的教学

案例。 

3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以育人理念为先导：“重德育，强能力，勤实践”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构建价值塑造、知识传递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职

业胜任力培养目标，在案例教学中植入思政元素。通过建设教育部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管理沟通》等一流课程，开发《是这个理：文“化”许家冲》《是这

个理：耕耘初心》等优秀视频案例，“育”家国情怀，“明”责任担当，培养



学生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以培养职业胜任力为目标，通过“疑难”情境的再

现和具体事件的讨论，探究问题解决路径，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通过师生

深度“对话”，脑力激荡，合作攻坚，创建学习“共同体”，提升学生沟通能

力、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以学用结合为原则，激发学生对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面向国家发展重大战略，主动投身行业产业创新创业实

践，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成为改革创新的生力军。 

（2）以教学改革为主线：“定目标，建课程，创模式”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确定以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的案例教学目标。以课程

建设为重点，推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过程全覆盖。增加管理实务、场景驱动、

沙盘演练、实地调研等专题课程，案例教学与核心课程相融合，与见习、研习、

实习、技能训练相贯通，将案例分析报告纳入专业学位毕业论文的形式范畴。

以教学质量为基线，将“原创案例”的发现、研究、编写和教学构成循环互动体

系，实施“校内外教师-学生混合主导”的案例教学模式，师生在专题研修中提升

实践智慧。案例教学从教室、实验室延伸至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实践，深入到

“政、社、企、产、农、教”各领域，实现课内、校内、校外、线上“四个课

堂”时空转换。 

（3）以机制创新为支撑：“建基地，齐开发，共培养” 

以平台育人为策略，将现有的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

位、教育部工商管理课程思政虚拟教研室、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工作室、

研究生科技小院、教育部和省级研究生工作站等平台有机衔接，建立教学案例

孵化基地。以产教融合培养为途径，联合行业产业主体、校外导师共同开发教

学案例。挖掘改革实践“富矿”，丰富“案例+”“案例库+”教学资源，推动



案例教学优秀课程产品出现。以用人需求为导向，建立政、校、企、社“产学研

用”育人联盟，培养各行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 

4 成果的创新点 

（1）案例教学目标创新 

专业学位有别于学术学位，其培养应面向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胜任力。

案例教学不仅是传授课程知识的有效手段，还应当成为研究生职业价值观塑造

和职业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通过构建价值塑造、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三位

一体”的职业胜任力目标，制订了“德、知、行、能”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为

案例开发和教学确立了明确的方向。 

（2）案例教学模式创新 

通过创设近乎真实的“类实践”情境，帮助学生建构潜在的可被编码化的、

可传达实践智慧的价值、知识和能力体系。一是建构了“研-编-学-做”的案例

教学循环互动模式，即“学”促进“研”，“编”引发“研”，“学”完善“编”，

“做”丰富“编”，“研”提升“做”，四个环节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互

作用。二是通过创立全新“多维”教育要素高度互动的案例开发机制，形成了

“校内教师-校外教师-学生混合主导”案例教学与案例开发模式。 

（3）案例教学实践创新 

学校以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为载体，组织了

基于职业胜任力的案例教学专项研究。通过建立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创新“指

导-服务”管理机制，构建了“双环三级”管理体制：即学校—中心—学院“三

级”管理构架，“学校整体规划—中心分类设计—学院组织实施—学校质量监控”

的管理“外环”，“专业自主运行—多元主体参与—资源互通共享—开发建设立标”



的培养“内环”。“外环”通过资源注入和绩效考核保障“内环”运行，“内环”

通过资源配置和标准控制，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改革方案和培养目标的达成。

“双环三级”管理的运行，为案例教学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化的平台。

以科教融合激活校内资源，将产教融合拓展校内外资源，一系列的“一院一赛”

“青马工程”“同上一堂课”“助力乡村振兴”“技能大赛”“互联网+”创新

创业竞赛、产学研基地、共建共享育人平台等鲜活要素的注入，丰富了案例教

学资源，拓展了案例教学应用场景。 

5 成果的应用推广效果 

（1）明德尚能，励志笃行，拓展了师生道德实践领域 

面向职业胜任力的案例教学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突出了职业价值观、职

业素养的塑造和职业能力的培养。教师率先垂范，学生以身践行，涌现了众多

的先进典型。2020年教育扶贫案例入选全国教育扶贫典型案例；视频案例《是

这个理》讲述了学校两代教师研究党史和宣传党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案例；

郭志文教授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获批教育部工商管理课

程思政虚拟教研室；郭劲松教授获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等奖；

师生携手开展助企纾困、精准扶贫、生态环保、粮食安全、文化保护、新课程

改革等专题调研和指导服务。2016 至今，一批批教育硕士研究生奔赴川、渝、

藏农村支教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报道；在第 24 届世界冬

奥会开幕式上，湖北大学赴藏支教团旗帜出现在《致敬人民》节目中；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 2013级在职教育硕士邓丽颁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个人”荣誉证书。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建设已成为学校师生的自觉行

动。 



（2）教以潜心，研以致远，推动了案例教学新模式应用 

十年来出版专业学位案例教材 20 余部，开发专业学位“专精特新”教学案

例近 150 余个，其中 15 篇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和中国管理案

例共享中心，被 200余所高校在案例教学中使用。发表相关教改论文近 60 篇，

获得教育部学位中心教学成果奖、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 6 项。一批教授带领

学生开发的教学案例和教改成果在北京林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三峡大学等

十多所高校推广应用，被媒体广泛报道。 

（3）学以致用，学用相长，促进了培养质量整体提升 

各专业学位点在案例开发和案例教学探索实践中，获批了教育部、农业农

村部研究生“科技小院”5 个、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2 项、全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2 个、省级以上研究生工作站 24 个。教师指导

学生在“挑战杯”创业竞赛、专业技能大赛、数学建模等竞赛中屡获佳绩。指

导学生科研立项 350 余项，获教育部学位中心教育硕士优秀学位论文 4 篇，获

得专利 30 余项。一大批毕业生成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学科带头人”

“特级教师”“教学名师”等，一大批毕业生晋升高级职称或领导岗位，成为

各行业骨干和中坚力量，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