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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现有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的弊端进行理论和案例分析: 一是借鉴 BOPPPS 教学模型，提出

学业评价体系整体性改革策略; 二是对 G 大学的改革成效及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三是从多元主体的视角，对

G 大学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反思; 四是提出完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的

策略: 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 加强对教师的激励和引导; 增加知识、素质和能力在学业评价中

的融合度; 建立制度保障以及常态监控反馈和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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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d case study on the drawbacks of the reform of the existing academic evalua-
tion system ( AES) for college students． first a strategy is put forwardfor the overall reform of AES with the help of BOP-
PPS，a teaching model; seco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of the reform results and problems of G University;

third，a reflection i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subjects on the reasons why G University＇s AESreform based on
BOPPPS can achieve success; fourth，som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AES reform is proposed，including the following: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to strengthen incentive and guidance to faculty; to in-
crease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quality and ability in academic evaluation; to establish a system guarantee，as well
asregular monitoring feedback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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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OPPPS: 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

的新导向

伴随高校同质化、重科研轻教学等现象［1］，高

校教育教学质量备受质疑［2］。“提高质量”成为我

国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大学生学业评价是判断大学生是否达到预定教学

目标的过程，反映了大学生的发展水平和高校人才

培养目标达成度。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突破口［3］，蕴涵教育教学观念和模式的更

新，涉及教学管理、学习动机和行为引导、教学绩效

评估等方面［4］。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体系，有

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评价自我，以及教师客观

评价学生成绩，成为学业评价体系改革的新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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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于 BOPPPS 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高校围绕“改善本科教学质量”进行

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探索，但不少高校教学仍存在一

些共性问题: 学生自主学习不够，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采用不够; 教师讲课讲得多，学生自学的

少; 必修课多，选修课少; 老师积极地上，学生被动

地学。这反映出学生主体地位缺失、忽视能力和素

质培养、疏于过程评价、缺乏激励等不足与弊端。
BOPPPS 受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库伯( David
Kolb) 体验式学习模型启发，将课堂教学过程划分

为六个阶段: 导入( 引起学习者好奇心和学习动

力) 、目标( 明确学习者在认知、情感和技能方面的

水平要求) 、预评价( 了解和提醒学习者已掌握的

知识) 、参与式学习( 促使学习者全程深度参与) 、
后评价( 总结本次学习的成果，以及教学目标的总

体达成度) 、总结( 使教师和学生在反思收获和不

足的基础上，计划下一阶段学习内容) 。基于 BOP-
PPS 教学模式，将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样

化、评价过程公开化、评价结果公开化等融入学业

评价体系改革，可以为当前教学改革中的不足和弊

端提供整体性应对框架。

( 二) 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实践及相关研

究综述

国外大学多注重过程评价，以美国的大学为例，

一般不采用一体化的试卷考核方式，而是在每一阶

段都进行考核( 案例学习论文、学期论文、两次考试、
小组讨论以及课堂参与) ，从而以多样化方式充分挖

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创新能力，其中，笔试只占

30%的成绩，而论文占 50%，小组讨论占 10%，课堂

参与占 10%。这种考核方式使学生不只关注最终

的笔试，还关注学习过程中综合素质的形成，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
国内不少高校开展了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如清

华大学引入等级制成绩体系，鼓励学生弱化对分数

的关注度，促进“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5］

汕头大学采用测验、问卷、项目、作业、报告等多样化

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学习产出”进行形成性与总结

性评估。［6］北方民族大学提高过程性评价的观测点

和分数比例，部分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综合成绩由学

生课堂模拟、日常考勤、作业训练、小组实训及期末

知识技能考核组成。［7］宁波大红鹰学院建立以能力

为导向的学生学业三维评价模式，把能力培养放在

首位，知识、能力、素质在该校学业评价中的权重分

别为 30%、50%、20%。［8］

近年来，国内针对大学生学业评价的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生学业评价模式与方法研究。既有侧

重学业评价激励作用的研究，比如在学分制框架下

构建基于 Z 分统计的评价平台［9］，设计可以实现

学分存储、汇兑及统计的学分银行机制［10］，建立学

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11］也有侧重学业评价效率

提升的研究，比如设计基于校园网络的本科生学习

质量评价信息系统［12］，开展大规模学业评价［13］，

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学业评价系统［14］。还有

侧重过程评价的研究，如构建现代学徒制四级评价

体系［15］，建立学业产出变化发展趋势的边际评价

法［16］; 基于 SOLO 分类理论的学业评价方法［17］，以

及基于评价三角理论( 认知、观察和解释) 构建的

学业质量评价框架。［18］

二是学生学业评价实证研究。通过对地方普

通高校大学生学业成就的统计分析表明，地方普通

高校应该从知识传授向认知能力培养转变［19］; 采

用相同样本前后对照试验，学业评价体系与学习积

极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20］

三是改善学生学业评价的对策研究。针对我

国高校学业评价存在评价目标片面、评价方式和标

准较为单一、评价过程缺乏反馈机制、评价方法粗

糙和评价体系局限等不足［21］，既有综合性的对策

建议，比如提出更新评价目标、采用多元化评价方

式、建立系统考评反馈机制、加强教师培训及注重

评价过程［22］; 建立“以就业为导向、以过程评价为

主体、以能力评价为根本，注重学生自我评价”的

学业评价体系。［23］也有评价标准和内容的建议，提

出评价标准与内容应体现素质教育目标和价值取

向，区分知识、能力、素养三要素［24］; 针对不同课程

和培养环节的差异，确定不同的学业评价标准。［25］

还有针对新型教学模式的建议，提出应从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实施的课前、课中、课后不同阶段，采取不

同的学生学业评价方式。［26］

以上研究成果肯定大学生学业评价在教育教学

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目前传统大学生学业评价存在

的不足，提出新的评价模式与方法，以及对策建议，

为笔者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基

于理论分析或经验总结，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缺乏

实证分析，基于整体性思维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方

面的研究则更少。笔者针对传统大学生学业评价存

在的问题，借鉴 BOPPPS 教学模式，提出基于 BOPPPS
的整体性改革策略，并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

于 BOPPPS 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整体性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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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

实践: 来自 G 大学的调查

个案分析围绕学业评价体系改革了解情况、实
施情况、改革效果评价三个维度设计调查问卷，选

择已实施 BOPPPS 学业评价体系改革的 G 大学作

为调研对象。基于调研材料和数据，对该校改革实

践情况、改革成效及存在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对改

革逻辑进行梳理，提出对策建议。

( 一) G 大学改革介绍

G 大学是我国西部的一所普通本科高校，以本

科教育为主，自 2014 年开始的学期模式改革( 从原

来的两学期变成现在的三学期，每学年的夏季学期

原则上只安排实习、实训、实验环节和学术讲座) 将

教师的上课时间从 18 周压缩到 16 周，课程教授内

容没有改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根据新的学期模式

调整教学内容。另外，“自媒体”时代让课堂讲授的

内容成为网络上易获取的信息，学生对传统课堂教

学内容产生了厌倦情绪，教学方法的改革成为必然。
按照 G 大学的顶层设计，培养的是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学生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关

键。在此背景下，自 2014 年上半年开始，G 大学就

进行了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

1． 改革框架

改革的主题是“让学习发生”，目标是“全面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改革的理念是: 突出学生主

体地位，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

变; 改革的特点是: 在尊重课程特色和学生差异的

基础上，本着“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过程公开化、
评价内容多样化、评价结果公开化”的原则，强化

BOPPPS 教学设计，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

生个性发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如图 1
所示。

图 1 G 大学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核心要素

2． G 大学 BOPPPS 教学设计及特点

G 大学 BOPPPS 教学设计分为“导入、目标、预
习、参与式学习、考核( 含平时和期末) 和总结评

价”六个环节。如表 1 所示:

表 1 G 大学学业评价体系中的 BOPPPS 模式及做法

传统的 BOPPPS 设计 导入 预评价 参与学习 后评价 总结

G 大学 BOPPPS 设计 导入 预习 参与学习 考核 总结

G 大学具体做法 导入

网络课程

书本知识

手机 App

小组讨论

实验实践

课后作业

模拟授课

合作项目

平时考核

中期考核

期末考核

学生总结

老师总结

学院总结

学校总结

G 大学 BOPPPS 模式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通过

培训和集体教研活动来制定明确的课堂学习目标，

关注目标的达成度; 二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通过网络课程、手机 APP 以及教材知识让学生

课前和课后自主学习，强化学生的积极参与过程，

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实现“让学习发生”; 三是

通过多元评教、移动教学和形成性测评，关注教学过

程的反馈及持续改进; 四是建立个性化考核方案，通

过平时考核、中期检查和期末考核综合评价学生。
3． G 大学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成效及存在问题

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成效最终体现在学生

全面发展上，基于学生视角的调查结果更为客观。
为了解学生对改革成效的评价，制定并发放调查问

卷，调研涉及该校四个年级学生，共回收问卷 3480

份。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问卷调查对象按性别

划分，女生占 65%，男生占 35% ; 按民族划分，汉族

占 43%，少数民族占 57% ; 按专业划分，文史类占

39. 74%，理工类占 31. 38%，艺体 类 占 28. 88%。
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后，得到以下评价结

果: 第一，在学生对学业评价体系改革了解度上。
认为了 解“学 业 体 系 改 革”的 占 受 访 学 生 的

66. 24%。在回答是否了解学生对学业评价体系改

革初衷、改革内容、改革形式、改革意义时，选择不

清楚 的 学 生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40. 89%、42. 96%、
43. 39%、36. 12%。尽管选择比较清楚和清楚的受

访学生占多数，但对学业评价体系改革不清楚的学

生比例较大。第二，学生对实施过程的满意度上来

看，90. 78%的受访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态度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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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按照持积极观点

的受访学生比例排序) : 对授课老师的课堂设计

( 89. 81% ) ，组织以能力为导向的测试( 79. 02% ) ，

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组织教学( 72. 36% ) ，在教学过

程中安排讨论环节( 68. 88% ) ，认真执行学业评价

体 系 的 相 关 要 求 ( 68. 36% ) ，教 师 的 知 识 水 平

( 66. 52% ) ，在 课 堂 中 经 常 介 绍 学 科 前 沿 知 识

( 49. 42% ) 。第三，在学生学业收获上，有 82. 6%
的受访学生认为实施学业评价体系以后有收获。
60%左右受访学生认为自己学习主动性、学习目标

清晰度、上课内容的理解程度得到改善，对专业知

识了解更加深入，并且在综合能力、创新能力、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职业素养、撰写小论文( 或实验

报告) 的水平、参与学校的各类专业比赛积极性、
视野、班级同学获学校各类奖项的人数等方面得到

提升，认为整体的教学质量提升了。值得注意的

是，认为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对减轻期末考试压力具

有正向作用的学生占受访学生总人数的 37. 19%，

认为没有变或增大了的学生占 62. 81%。
通过整理和分析问卷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G

大学实施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以

“教”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学风得到改善，学

生能力和素质得到提升，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

是学生对学业评价体系改革了解度、对实施过程的

满意度，以及对学业收获持明确肯定态度的学生比

例仍然有待提高; 二是学生期末考试压力增加，存

在少数学生在临时性测评、过程性测评中表现优

秀，但总结性测评表现较差的情况。产生以上问题

的原因主要在于: 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以及对教

师的激励和引导不足，教师对学生知识、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未能有机融合在教学过程中，降低了学生

对学业评价体系改革的了解度、满意度及相应的学

业收获的评价。此外，对学生知识、素质和能力的

评价存在相互脱离的情况，即虽然在平时增加了对

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但是期末考试仍以“知

识”测验为主，测验方式大多为闭卷或半开卷，过

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内容脱节，让部分学生感觉

压力较大。
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的背景下，G 大学结合本校实际和互联网时代

教育 技 术 的 新 特 点，在 教 学 设 计 中 改 造 了 传 统

BOPPPS 模式，对本校教学模式进行“个性化”设

计，即以 OBE 为导向，强化学习过程，注重平时考

核，倡导 PBL 和 CBL 教学，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

进行个性化考核，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环节，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G 大学的改革实践不仅符合“因地制宜、因
校制宜”的教育改革原则和导向，也对各校大学生

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三、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

逻辑: 基于多元主体的反思

G 大学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取

得成效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 一) 学生角度: 让学习发生

第一，针对上课时间缩短，G 大学将传统 BOP-
PPS 模式“预评价”设计为“预习”，有利于发挥学

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灵活、主动的学习过

程中，实现“让学习发生”。“预习”环节与翻转课

堂、混合式学习、探究性学习等教学方法涵义有重

叠，即学生在课前通过校内外网络课程、书本及手

机 APP 进行“表层学习”，获取以记忆为目的的相

关知识和信息，教师在课堂时间引导学生开展深入

理解、讨论、探究、实践、反思等“参与式学习”，教

师与学生交流的时间增多。第二，通过开展课程实

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艺术实践、课程

实验、社会实践、学科竞赛、课外学术和科技活动、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实践活动，学生参与问题式

学习( PBL) 以及案例剖析( CBL) 的机会增多，加深

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辩证认识。第三，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注重平时考核，对期末考试只设定卷

面成绩最低分数线，这种注重过程性的评价有明显

的激励作用，学生可以根据阶段性评价反馈进行学

习调整，促进质疑精神、创新意识与合作精神的培

养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进而激励学生成为有责任感

的自主学习者，在压力与激励中自我成长。

( 二) 教师角度: 让教学精准

第一，G 大学基于培训和集体教研活动制订学

习目标，提高了学习目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为

教学的精准化奠定了基础。第二，教师由从主导者

转变为引导者，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每个学生带

着已有知识、生活经验及感受走入课堂，教师通过

引导学生参与课前课后自主学习、课中参与式学

习、多元化评价，促使学生主动完成“内部装修”，

发现自身潜能，并带着一定的知识、能力及素质水

平走向社会，达到了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第三，教师减少了以记忆为

目的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的介绍和传递，有更多时间

和精力帮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知识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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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而知之”进入“感而知之”，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能力得到提高。第四，依靠教务管理系统，跟

踪分析班级群体和个体学生学习成绩的发展变化，

对学习成绩下降较快的群体和学生提前预警。第

五，采用期中测试、考勤、作业、课堂讨论发言、研究

报告、实验技能等考察方式，对学生学习成效进行

全面的评价，并建立起制度化、常态化的师生课前、
课中、课后互动交流机制，让教师真正成为学生提

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导师。

( 三) 学校角度: 让管理有序

第一，凸显了教学在高校的中心任务。人才培

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教学工作始终是高等学

校的中心工作，基于 BOPPPS 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

系改革有利于将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工
作评价向教学倾斜。第二，发挥了整体性思维在改

革中的作用。教学改革涉及面广，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整体性思维可以将改革的负面影响降至最

低。基于 BOPPPS 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注重教

学过程的反馈及持续改进，涵盖教学各环节，不仅

涉及学生，还涉及教师、学院及学校，体现了整体性

思维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有利于各方达成共识，

减少改革阻力。第三，促进了培养过程的整体优

化。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体系为教学改革总

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即围绕“知识、能力、素
质”的协调发展反推学业评价方式和重点，再反推

培养方案。有依据、有总体思路、有方案、有共识，

具体措施和做法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就更强。

四、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体系改革

策略: 结论及建议

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

社会需求，催生多样化的大学，每所大学都应更新

观念，从社会需求和学生的培养需求出发，在复杂

的教育生态系统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在“促进人的

发展和提供人力资源”中间找到平衡点，进而思考

如何立德树人，既传承与发展学校办学历史文化、
指导思想，又体现时代气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是《高等

教育法》赋予各高校使命和职责。各高校应围绕

大学生知识、素质和能力，制定专业教学质量标准，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使大学

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知识、素质和能力能够得到科学

衡量，引导大学生知识、素质和能力协调发展。
二是加强对教师的激励和引导。实施 基 于

BOPPPS 学业评价体系改革，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

精力投入教学。大学生学习成绩的测评与监控逐

渐常态化，需要教师对临时性测评、过程性测评进

行精心设计，对学生更加关心，关注其志趣和未来

发展方向。在教师时间和精力有限，科研任务仍然

较重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对教师的激励和引导。尤

其对于青年教师，要有一个具体的实施计划，以及量

化的标准，比如: 基于 BOPPPS 学业评价体系如何备

课，如何讲课，如何开展临时性和过程性评价，经验

丰富的名师应给予青年教师指导，只有这些方面都

落实到位，学业评价体系改革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三是增加知识、素质和能力在学业评价中的融

合度。知识是“高素质”和“高能力”的基础，“高素

质”和“高能力”反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学生期

末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差距较大，容易导致学业评

价的不公平以及学生的侥幸心理，影响改革目标的

达成。在学业评价过程中，既要保持对知识、素质

和能力评价的融合度，又要保持评价内容的一贯性

和持续性，实现总结性评价、临时性评价与形成性

评价的有机结合。
四是建立制度保障，以及常态监控反馈和改进

机制。基于 BOPPPS 的学业评价改革体系需要学

校层面的制度及标准做保障，部分高校的学业评价

改革体系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层面，没有系统性的

制度性设计以及具体督察措施，不开展相关信息反

馈，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王鑫． 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理论分析: 一个新视角［J］． 大

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38( 2) : 128 －132．
［2］鲁先锋，李文莉． 系统论视阈下大学生学业评价改革的

动态研究［J］． 教育探索，2012( 2) : 67 － 69．
［3］田建荣，马莹． 高校学业考试现状与高校教学质量保障的

基本途径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09，30( 3) : 37 －41．
［4］张布和． 我国学业成就评价改革现状及对策［J］． 中国

教育学刊，2009( 4) : 50 － 53．
［5］诸葛亚寒． 清华学业评价: 百分制变等级制［N］． 中国

青年报，2015 － 5 － 16 ( 3) ．
［6］顾佩华，胡文龙，林鹏等． 基于“学习产出”( OBE) 的工

程教育模式———汕头大学的实践与探索［J］． 高等工程

教育研究，2014( 1) : 27 － 37．
［7］保惠． 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业评价模式的探索与构

建———以北方民族大学为例［J］． 新闻论坛，2017 ( 3 ) :

94 － 95．
［8］王云儿．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以能力为导向的学生学业三

维评价模式探析［J］． 教育研究，2011，32( 6) : 102 －106．
［9］张国方． 学分制框架下职高生学业评价的改革探索

［J］． 职教论坛，2007( 4) : 20 － 22．

—69—

贵 阳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双 月 刊 ) 15 卷



［10］董存田． 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学业管理制度

创新［J］． 职教论坛，2013( 33) : 13 － 17．
［11］符华均，王朝阳，程乾等． 基于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

的学业进步评价［J］． 中国考试，2019( 2) : 14 － 18．
［12］冯宜． 本科生学业评价信息系统的研究与设计［J］． 现

代教育技术，2008( 6) : 93 － 97．
［13］郭元祥，刘晓庆． 大规模学业评价的发展历程、新趋势

及启示［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 1) : 27 － 32．
［14］刘晶晶，郭元祥，Ian Westbury． 美国学生学业质量评估

联盟 PAＲCC 与 SBAC 述评［J］． 中国考试，2015 ( 6 ) :

23 － 29．
［15］逄小斐，谭穗枫． 现代学徒制多元学生评价体系的探

索与实践［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 31) : 92 － 96．
［16］张学敏，李进． 论基于边际分析的学生评价［J］． 中国

教育学刊，2009( 3) : 70 － 72．
［17］柳洁，陈泽宇． SOLO 分类理论在职业教育学业评价领域

的应用剖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 17) : 5 －10．
［18］王健，李连杰，单中伟． 基于评价三角理论的学业质量

评价设计［J］． 中国考试，2019( 1) : 30 － 39．
［19］李宪印，杨娜，刘钟毓． 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构成因素及

其实证研究———以地方普通高等学校为例［J］． 教育

研究，2016，37( 10) : 78 － 86．
［20］杨慧琴． 学业评价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影响———比较

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2012，34 ( 9 ) :

54 － 58．
［21］张劲英，孙凯． 高校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研讨———兼评

国内外研究与实践［J］． 现代教育管理，2013 ( 10 ) : 62
－ 65．

［22］江星玲． 高校学业课程评价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7( 24) : 116 － 117 + 120．
［23］王秦，李宇红，刘建国． 高职院校学生学业成就评价体

系改革———基于海峡两岸的比较［J］． 职业技术教育，

2013，34( 7) : 17 － 20．
［24］乐毅． 试论制定国家学业质量标准的若干基本问题

［J］． 教育研究，2014，35( 8) : 40 － 51．
［25］段礼乐． 法学本科教育中学业评价标准的类型化［J］．

法学教育研究，2014，11( 2) : 328 － 343 + 380．
［26］刘纳．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学业评价改革［J］．

中国教育信息化，2016( 22) : 35 － 37．

［责任编辑 刘晓华］

( 上接第 91 页)

相较于提供低成本的产品或者服务更加重要。在

当代行业竞争的过程中，低成本并且具备特色的产

品其实并不是稀缺的资源，企业也不可能在社会化

再生产的所有环节上获得比较优势，具备战略思维

的经营管理者，一定是着眼于组织的成长上，也就

是不断开拓发展一定的资源体量，并且循序渐进提

供稳定高质量产品或者服务，远远比寥寥几种价格

优势、质量优势产品或服务更加有价值。因此，在

荀子的“和合”思想角度上，这对于经营管理者的

资源聚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

四、结语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西方经营管

理学说已不足以完全概括这个时代组织产生的权

变和各种富有革命性的管理行为，因此荀子的“和

合”思想其实在当代的经营管理中是具有积极参

考价值的。作为当代的经营管理者，要面向组织的

实际状况，探索找到一条价值创新的道路，为组织

的持续发展探索到一条新的价值不断累积的途径，

对发现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能够充分、恰当地运用

“和合”思想进行解决，无疑肯定是恰当的。但是，

对于当代行业竞争同质化、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情

况下，经营管理者如何发现组织的价值所在，帮助

组织在经营管理中对有效资源进行“和合”，就需

要管理者发现组织价值的依归，这种依归肯定是独

特的、长效的并且影响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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