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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学习同向同行
——借《苏轼传》助力《管理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

薛　梅　李新苗　申源源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见》中指出，当今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应重新审视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明

确其与专业教学的契合点，从内容、形式给予延伸拓展，深挖思政元素，创新教育资源，提高教学工作针对性与指向性的同时，推动我

国思政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基于此，本文立足《管理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以《苏轼传》为媒介，探寻二者的契合点，提出具体策略，

提升课堂温度，深化思政情感的同时，促进学生德育品行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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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作为学生获取知识、情感的重要方式，于其思想、认知

的深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读书与学习同步开展的过程中，

阅读展现了良好的育人价值。一方面，学生可通过深思、慎思、

审视三个步骤，逐步感受文章情感魅力，培养良好的思维表达能力；

另一方面，《管理学基础》作为学生能力、素养提升的基础课程，

其目的在于培养他们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与素质。在课堂教学中

引入优秀文学注重，既能提升课堂内涵，给予学生别样的学习体验，

而且通过对文章情感的深入分析，也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挫折教育

和百折不挠的信念，使其主动肩负起国家振兴的历史使命。为此，

在教学中，我引入《苏轼传》这一著作，通过对苏轼生平经历、

作品的全面剖析，品味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而引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行为准则。

一、《管理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意义

（一）高度契合立德树人根本要求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立德树人，在现代职业教育育人过程中要

应国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重点，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借助经典文学《苏轼传》之力开展《管理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

尤为必要，能够帮助学生挖掘该书中的思政因子，如爱国教育、

管理者思想等，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进一步丰富课程教学内容，使

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管理基础学》课程，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

学习动力。

（二）高度契合三全育人根本需求

从课程思政构建的根本目的来看，其主要以实现全员、全程、

全课程育人格局为主，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体现三全育人的重要格

局，对于学生个性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课程思政建设不

是短时间就能一蹴而就的，要将其渗透到课程教育的全过程，源

源不断地挖掘《管理基础学》中的思政因子，通过这种方式也能

助力学生良好品格的培养，突破课程教学的困境，使学生能够找

到《苏轼传》与《管理基础学》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把握正确

的学习方向，促进整个教育过程的优化。

（三）能够促进专业教育与岗位衔接

任何课程教学均不能脱离专业发展单独存在，在《管理基础学》

课程教学中，也要高度契合岗位需求。客观来讲，课程思政为专

业课程与岗位联系纽带，通过课程思政建设能够挖掘课程中的德

育因子，将这些因子注入今后的岗位实践中也能促进学生工匠精

神的培养，对于学生专业化发展有重要意义。管理基础学旨在培

养更多管理方面的人才，弥补岗位发展过程中人才短缺的漏洞，

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促进专业教育与岗位的衔接，为岗位发展提供

更多的复合型人才。

二、《苏轼传》在《管理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的实际应用

研究

（一）解析《题西林壁》，从多角度思考专业学习问题

《题西林壁》是《苏轼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有很多

千古佳句，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该句话指出，

观察事物的视角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同。这也启示我们看待事

物不能从一个角度出发，而是要从多个角度入手，从多方面分析

问题，在此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管理基础学》教学过程中，

部分学生在看待某一问题时出发点不一样，产生的观点也不同，

这也导致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不利于把握学习内容的

本质，也不利于深入理解学科内容。对此，我们可从这句诗词中

挖掘其核心思想，并将其融入到课程教学中，进一步拓展学生的

思维。

以管理者相关内容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学生介

绍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如苏轼，其在《望江南》中写道：“休对

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也揭示了管理

者的起步阶段的发展，作为管理者，要敢于突破舒适区，同时还

要保持淡定，且不能甘于现状，要心存梦想，突破当下的舒适区，

追逐自己的梦想。其次，苏轼在其所著的《满庭芳》中指出，“事

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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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写出了成为管理者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管理与坎坷同在，

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抗挫能力，不断思考新的管理道路，开辟一

番新天地。了解苏轼的管理思想后，学生也能深入到专业课程学

习中，不断挖掘管理者身上的精神，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

认识到成功需要努力奋斗。在“行为管理思想”相关内容讲述过

程中，我们也可挖掘《苏轼传》中王安石的管理思想，如王安石

变法，从中挖掘更多的思政元素，思考为什么失败，表达带来了

什么好的启示？有什么缺点？从多个角度入手，帮助学生从专业

角度分析行为管理思想，进而树立正确的管理思想。以“沟通”

相关内容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与家长、

老师、同学沟通，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是通过极端的方式

解决问题。

（二）解析领导者思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领导”理论是管理基础学的一项重点教学内容，在课程思

政建设过程中，我们也要重点解析领导者思想，在此基础上帮助

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在讲授这一知识点时，也可引入苏

轼的相关案例让学生解析其精神，例如，苏轼提出的平民管理理

念，其提出多种管理思想，如“尚宽厚”“顺天道”“和人心”

等，与他的名字一样深入人心。身为管理者，他将自己与民众放

到了同等地位，处处为民众谋福利，同时，苏轼还主张“仁政”，

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一贯主张的思想，对当代管理者的思想有很

大的启发。在管理基础学“领导”理论教学中，我们可通过引入

苏轼的领导思想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这一主题，同时也能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

（三）解析王安石变法思想，深化对组织相关内容的理解

“组织”是管理基础学中的一个重要模块，该模块重在培养

学生的组织意识，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了促进

学生组织意识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解析王安石的变

法思想，从多个角度分析其变法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引导学生

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如历史背景、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变法

的组织架构等。在教学中，我们还可让学生思考组织的意义，在

此过程中让学生总结组织要点，可从以下四个角度入手：

首先，要着重分析组织文化，为避免管理过程中与手下的人

产生冲突，在管理过程中要从组织文化入手，向被管理者传输组

织文化，使被管理者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与责任范围，遵循直属

领导的管理，进一步分散管理责任，使整个管理工作能够有条不

紊地进行。在此过程中，各个组织的管理者也可通过组织文化的

宣传稳定组织架构，增强组织的群体力量。其次，做好沟通工作，

在组织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沟通的重要作用，而且要将重点放到

一些模棱两可、具有威胁的信息上，解决这些问题也能从一定程

度上优化组织架构。再次，我们也可转变组织建立思想，如引进

外人或重用吹毛求疵者，从外界招聘或从组织内部其他部门调进

不同背景、态度、价值观或管理风格的人，为整个组织注入新鲜

血液，使组织内容不断优化。最后，相关人员还要重新构建组织，

例如，做好工作群体的调整，变更纵向层次和横向部门的划分，

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提升群体之间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管理者还

要再次分配决策与指挥权限，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各项规章制度，

使整个组织有条不紊地进行。

（四）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深化管理基础学教学内涵

爱国主义思想为《苏轼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课

程思政的要素。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改变以往的课程思政教育

模式，从阅读内容中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灵活地注入课程中，

进一步加快课程思政建设的步伐。例如，苏轼的平民管理理念中

有一点为“宽厚为本”，这也体现了仁政的思想，由此可见苏轼

的爱国情怀。通过，苏轼还指出要赏罚分明、赏罚不定时、赏罚

不宜罚。这也决定的苏轼为官生涯中对百姓宽厚有加、体恤不已。

回归到管理基础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深入剖析苏轼身

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能够以人民

利益为重，为人民谋取福利。如在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时，

要从整个社会角度出发，避免掺杂个人情感，秉持公平公正的态

度处理问题。从现代社会的管理可见，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可缺失的，

管理者要联系当下形式，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内容吸收中华传

统文化思想之精华，以国家利益为重，创设良性的政商关系。

三、结语

综上，《苏轼传》中有很多思政因子，将其恰如其分地导入《管

理学基础》教学中能够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同时也能指导课程

思政建设工作。对此，我们要深度剖析《苏轼传》中的思政因子，

寻找其与管理学基础教学的融合点，结合《题西林壁》，引导学

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结合苏轼人生际遇，引导学生培

育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结合王安石变法，引导学生强化组织

观念、群体观念；解析苏轼民本思想，引导学生树立为民服务的

管理思想，多措并举，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方向，打造新的育

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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