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前沿 

Frontier of Modern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71 

习近平决策思想融入《管理学》课程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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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以及具体的决策思想融入到《管理学》课程知识点教学上。文中提出：一、可以通过

案例教学，从具体事件中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思想高度，从而更好地理解《管理学》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点。二、通过视

频教学的方式，使得《管理学》教学多元化，增强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从视频中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重大问题时所体现

的领导者风范。三、通过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思想融入到《管理学》课程的过程性考核以及期末考点中，扩展课程的知识

范围，让学生从身边的小事中运用管理学知识点，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门课程，更能激发学生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大决策部署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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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s idea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specific decision-making idea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knowledge points in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irstly, through case teaching, 

we can understand the decision-making ideology of the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from specific event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in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Secondly, through the way of video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Management is 

diversified, students' attention in class is enhanced, and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the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when facing major 

issues is realized from the video. Thirdly, by integrating the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s decision-making thought into the process 

assessment of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and the final examination center, expanding the knowledge scope of the course and allowing 

students to use management knowledge points from small things around them can not only help students better master this course, but 

also stimulate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he major decision-making arrangements of the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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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

思想进一步中国化，以何种方式将其融入课堂，这是高校

思政理论课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高校教师建设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的重大任务
[1]
。《管理学》作为一门操作性

强同时也重视理论学习的课程，如果仍旧以传统的授课方

式教学，不植根于本国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孕育，那么被教

化的学生只会盲从西方管理文化，从而可能误认为西方管

理文化有完美的适应程度即，可以融入各国的不同社会制

度。殊不知在不同的国情下、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管理学其

发挥的作用差距有多大。国际形势千变万化，如果没有强

大的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无从谈起。我们欢迎外来的优秀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

但并不意味我们要崇洋媚外，坚守本国的优秀文化，也并

不意味着我们要固步自封。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念思想

融入到《管理学》当中，是实现本国文化茁壮成长的必走

道路之一，更是指引我们如何辨别外来文化是否可靠、是

否可以为我们所用的锦囊妙计。 

本文主要探讨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以及决策

部署的具体思想融入到《管理学》的教程知识点上。本文

提出，可以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思想以案例分析、视频

教学、过程性考核以及期末考点的方式融入到课程教学上。

使得学生更容易理解管理学的知识点，同时加强学生的思

想意识，散发出青少年应有的积极风气。 

1 习近平总书记决策思想的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的决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对中国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难题，所

要作出相应决策，以保证人民的利益的有力武器。习近平

总书记的新时代决策思想是全局战略、创新发展、辩证统

一、法治建设，底线准则的融合体，这些方法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
 [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也正是靠着一系列的科学决策，才带领全国人

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决策的过程来看，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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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志在决策过程中有科学的决策体制、科学的决策程序

和科学的现代技术作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思想不仅

仅是《管理学》中的知识点概念，更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

的、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为中国老百姓谋福

利的决策思想。管理学思想应深耕于本国的文化土壤，培

育出符合本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文化思想。 

1.1 人民立场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

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根本目的，坚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全面作好

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
[3]
。习近平总书

记的人民群众观，是连接群众观点并以为民情怀与人民为

中心的人民立场为沟通桥梁，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

为巨大实践力量的关键环节
[4]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开展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建

新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

量。只要我们 14 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与

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

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 

1.2 统筹大局 

提高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不是以某个单方面能

力作为改变因素，而是将思想和意识是行动的先导作为指

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树立高瞻远瞩、看待事情从深

层次的本质出发，从而统揽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做到科学决策，首先要有战略眼光，看得远、想得深”。

战略思维是所有领导干部都应树立的思维方式；“全党要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

见性、创造性”
[6]
。领导干部任何时候的任何一项决定，

都关乎事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如果不能“高

瞻远瞩”“放眼量物”“谋定后动”，就会留下难以弥补的

历史遗憾。习近平认为，要破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的突出难题，我们共产党人要登高望远、高瞻远瞩，聚

焦关键问题、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求真

务实的原则，有的放矢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重大政治问题以及重大挑战，客

观地分析目前状况，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把握战略主动。

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围绕当前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

突出问题加强调查研究”。 

1.3 实事求是 

在进行决策之前，必须进行相关事项的调研，调研如

果不充分，决策就无法发挥真正作用。习近平指出，调查

研究是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执政

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客观需要，也是狠抓落实的有效方法
[7]
。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看重务实调研的作用，2013 年 7 月 23

日，习近平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调

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

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不行，

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端正调查的态度、实事求

是地将调查来的情况登记下来，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

现，更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应尽的职责。将实事求是的可

贵品格传递给人民大众，这也是以身作则的优秀榜样精神。 

1.4 协商民主 

2016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

研时强调：出台政策措施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广

泛听取意见，兼顾各方利益。政策实施后要跟踪反馈，发

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要加大政策公开力度，让群众知晓

政策、理解政策、配合执行好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大众百姓可以通过

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将该地大众的想法统一汇集起来，再

由各地的政府部门将各自汇集到的大众百姓想法集中起

来一起思考对策，这正是践行了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行为准

则，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合理性、正确性，为百姓谋福利，

为百姓谋未来。 

2 与管理学决策部分知识点的匹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

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教师根据自己所认

可的理论作为讲授《管理学》这门课程中的指导思想，将

管理学理论知识以具体的方式传输给学生，这与教师所秉

持的基本思想有重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管理

学教学价值观的改变，从而青年学生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也

会被改变，同时也会影响到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培养目标的贯彻落实
 [8]

。因此将习近平总书记的

决策思想融入到管理学的知识点教学当中，不仅是提高管

理学课程教学质量的要求，更是指引着广大学生胸怀家国

天下的理论基础。把握好管理学知识点的基本思想立场，

是将《管理学》这门课程、管理学这思想体系真正落实到

适应本国国情发展的方向基础，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思

想融入到管理学当中，更是正确方向上的有力指引。 

2.1 计划的远与近 

《管理学》教材中的计划类型以时间的范围、跨越的

时间间隔以及计划涉及的内容加以区分。总的来说是长期、

综合的计划排在前面，短期、具体的计划排在后面，前面

的计划对后面的计划进行宏观指导，后面计划是具体的实

践落实。从概念上讲，这样的排序是可行的，但要运用在

具体的实践情况中，那就不能以概念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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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

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高

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题，准

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 

2.2 决策的准则 

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效果则需要管理者将问题加以区

分，哪些是重要性、哪些需要灵活性、哪些需要精确的数

据来保障决策的方向。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要把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力弘扬真抓实

干作风，推进工作要实打实、硬碰硬，解决问题要雷厉风

行、见底见效，面对难题要敢抓敢管、敢于担责。要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到症结，做到心中有数，不

能拍脑袋决策，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

求实效上。 

2.3 计划编制的过程 

计划的编制过程离不开务实的调研基础，即目标与现

实的差距、预估未来的情况都需要确切的数据作为支持，

在调研方面，不能固守陈旧，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在

实践中检验方法是否可行，为下一步调研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上指出，在调研方法上要多样化，一种方法不如几

种方法好。他要求党员干部在具体实践中，根据调查任务

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

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大胆创

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调研成果的质量。 

3 融合的方法 

3.1 案例教学 

2019 年 12 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席卷了武汉人

民。面对未知、凶猛的病毒，为了能尽最大限度保护人民

的生命健康安全，国家领导人及时、正确的决策为全体老

百姓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

记立即对特殊时期作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

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

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

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把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治国理政的中心

位置。在此次“抗疫战”中，国家不惜减少数万亿 GDP，

放慢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也要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

健康安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此次疫情

危急时刻，始终把人民生命至上作为此次疫情防控科学决

策的最高目标，以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为科学决策必要

准备，充分发挥了“智囊团”优势，将各领域的专家优势

发挥出来，这正是科学决策的智慧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面对疫情的反复，不仅一直坚持保护人民大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也以果断的魄力，敏锐的洞察力，对

众多方案计划进行准确有效的筛选，审时度势，科学选择，

做出了一系列保护人民、保护国家的重大决策
[9]
。 

3.2 视频教学 

通过老师讲课，课件观看等方式传输知识信息，在一

定程度上缺乏新颖性，学生可能会因为本身对实物的不了

解而走神。但是，通过视频教学，可以丰富学生的视觉效

果，从而将注意力长久地保持在知识点上。例如，通过观

看《全面战“疫”》等纪录片，选取感悟最深刻的一次实

践活动，结合《管理学》决策相关章节进行知识点对接学

习，细分出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威胁，国家领导人是如何

部署相关指令，又是如何以快速，精确的决策来实施保护

人民的生命健康。《管理学》中的决策的知识点，也仅仅

只是知识点，具体的实践过程，或许作为学生还不足以高

度诠释。但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所展现

的领导者魅力风范远远超过书中的知识点概念总结，我们

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部署当中体会科学管理的魅

力以及管理者的责任与义务。 

3.3 融入过程性考核以及期末考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以及具

体的决策思想为管理学教学注入了新时代活力，赋予了新

使命。管理学作为一门重实践性课程，只学习书本中的概

念，不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就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着眼点是符合中国

国情、真正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保障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

向往的，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思想融入到管理学当

中能让学生更加科学地思考问题，并且锻造出不惧困难，

勇于实践的优秀人生品格，从而让学生思考和解决管理学

课程相关问题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课程可以通过决策相

关知识点，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运用科学决策思

想概括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学习国家领导人

的处事风范，感悟人生真谛，塑造坚定不移的优秀人生品

格。将科学决策知识点运用在平时小事，在课堂上进行分

享经验。吸取教训，借鉴方式，从更高的层次上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的相关决策部署，循序渐进，通过课上分享，课

下感悟总结。提炼出适合自己的科学决策。在于传统的《管

理学》教程中，期末考试占比较大，且考核的内容过于知

识点化，导致出现“学生确实学过，但是确实不会运用”

这样的现象。归结到底，还是需要将《管理学》的学习过

程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来，《管理学》这门学

科可以是由外国人所创办，但是不能拘泥于西方制度下的

管理文化。因此，在“管理学”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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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本理论的传授，注重对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锻炼，

又要注重管理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通过观察学生过

程性考核中的成绩情况，要合理控制过程检测的频次和难

度。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是传统的知识教学的本质回

归和内涵升华
[10]

。通过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思想融

入到《管理学》当中，以实践作为检验思想为基础，不断

加强学习者的思想认知，是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充分表现，

更是发展我国文化，抵御外来侵蚀的有力精神保障。 

4 结语 

本文认为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以及具体的决

策部署融入到《管理学》的教学课程上是课程改革的重要

进程。随着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我们欢迎外来的优秀文化，

同时也要辨明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不盲从他国文化趋势。

将《管理学》打造成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秉承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被他国文化左右的思想教育课程，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基金资助：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2021 年度校级教改

课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管理学》课程的融合研究”

（项目编号：XJJG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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