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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作为管理类课程，其知识体系不像理

工科课程那样环环相扣，在课堂上如果不认真听讲

就很难听懂后面章节的内容。相反，学生认为只要

在期末考试前突击就可以通过课程考核，甚至拿高

分。因此，学生更容易出现在课堂上玩手机、坐后

排、不听讲、不讨论的现象，课堂专注力不高［1］。

在高校普遍重视本科教学质量的当下，如何提高大

学生在课堂上的专注力，保证学生“学”的质量显

得尤为重要。造成学生课堂专注力低的原因是多样

的，但不可否认，除了学生的主观因素，教师及其

所授课程是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对此，加强教师

端的努力，在教学设计与实践层面下功夫，提高课

程对学生的吸引力，进而提升学生的课堂专注力十

分必要［2］。因此，本文研究基于大学生课堂专注

力提升的项目管理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首先，剖

析大学生课堂专注力低的原因；其次，针对以上原

因，提出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提升策略，并基于以

上策略进行项目管理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最后，

对全文进行总结。

1  大学生课堂专注力低的原因分析

徐秀容等（2020）［3］认为学生的学习态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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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四类：第一类，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积

极，上课注意力集中、积极互动，课后能认真独立

完成课外作业；第二类，学习态度一般，课堂上经

常心不在焉，不积极思考与互动，课后作业完成

度低；第三类，失去学习兴趣，为应付考勤才来上

课，上课期间玩手机、不听讲；第四类，经常不上

课。课堂专注力低主要表现为第二、第三类学习

态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对持有第二、第三类

学习态度的学生进行访谈。通过对访谈结果进行整

理，得到学生课堂专注力低的原因如下。

在教师端，学生认为导致其课堂专注力低的原

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教学内容简单且没有吸引

力，项目管理课程多为文字内容，涉及定量计算的

知识点较少，难度较低，不能像数学推理过程一样

始终抓住学生的注意力，靠自学也可掌握，导致学

生有了“期末突击背书就可轻松通过考试”的心理

预期，因而不愿意在课堂上多花时间精力；二是教

学方式过于陈旧，大班制教学仍以教师课堂讲授为

主要教学手段，学生在课堂上是次要角色，无事可

做，参与度与互动性均较低；三是教师授课对学生

个体的关注度不够，项目管理课程对学生个体发展

方向的帮助不直接，学生的获得感不高。

在学生端，学生认为自己在课堂上专注力不够

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对专业缺乏兴趣，学生

所在的管理学专业不是其第一志愿，对专业本身缺

乏兴趣，对专业课程学习有不满情绪，因而不愿意

花费精力来学习，来上课只为通过考试拿够学分；

二是人生规划不清晰，对未来缺乏思考，不知道自

身的发展方向，亦不明白项目管理课程学习与未来

发展的关系，因而对项目管理及其他专业课程均缺

乏学习动力；三是上课看手机，移动互联网对人的

时间有强烈的吸引效应，学生处在青春期，具有强

烈的好奇心，互联网的繁多看点进一步蚕食了不够

精彩的课堂时间［4］。

2  基于大学生课堂专注力提升目标
的项目管理课程教学设计

综 合 分 析 以 上 原 因 ， 可 以 发 现 教 师 端 的

“供给”与学生端的“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错配：学生不清楚自身的需求，教师的供给

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基于此，明确了教师端努

力的方向：一是增强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趣

味性，即使学生不清楚自身的需求，也可以被

内容吸引而参与其中，并从项目管理课程中获

益；二是引导学生不断探寻自身的发展方向，帮

助学生明确自己的需求，使其明白项目管理课

程能为满足其需求做出何种贡献，建立起学生

与课程之间的紧密联系。围绕以上努力方向，

对 项 目 管 理 课 程 重 新 进 行 教 学 设 计 。 张 晓 军 

（2022）［5］提出教学设计的钻石模型，该模型关

注学与教的目标、途径、考核三个层面，具体涵

盖学习目标、学习活动、学习内容、学习场景、

结果评价五个要素。应用上述钻石模型对项目管

理课程进行教学设计，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

图 1  基于大学生课堂专注力提升目标的项目管理课程教学

设计

Figure 1 Teaching design of project management 

course based on the goal of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2.1  学习目标

确立知识、能力、素养三个层面的目标。首

先，在知识层面，掌握项目及项目管理的基本概

念、方法工具、策略技巧以及整体知识体系；其

次，在能力层面，根据企业的实际环境和条件恰当

地运用上述理论、方法，提高自身的项目管理能

力，掌握系统做事的方法论；最后，在素养层面，

构建分析与解决问题、时间规划与自我管理的结构

化思维，提升沟通表达、协同合作的能力，以应对

自身生活和所处世界的挑战。与以往的教学设计相

比，增加了素养维度，这与学生的成长需求密切相

关，增强了对学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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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活动

以学生为中心，设置两类由学生主导的学习活

动，增强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主导地位。一是

个人项目，即“人生设计项目”，旨在通过该项目

引导学生不断探索自身目标与能力、资源的匹配关

系，帮助其明确人生发展方向与成长需求；二是小

组项目，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自由组队并自主选

题，旨在通过亲自完成一个具体的项目，让学生了

解项目管理的整体流程，帮助其进一步熟悉项目管

理的各项理论，掌握项目管理的各种方法工具与策

略技巧，并积累自身兴趣领域上的经验。上述两类

学习活动，既与学生自身成长息息相关，又与他们

自己的兴趣点相契合相匹配，能够自然地增加课程

对学生的吸引力，提高其课堂参与度与互动性。

2.3  学习内容

在学习内容设计中开展了四方面工作。一是加

强项目管理课程知识点的模块化设计，通过将庞大

的知识体系细化为一系列相互关联又独立可学的模

块，能够有条不紊地逐步深入，避免因内容繁杂而

产生的畏难情绪和注意力分散。先将项目管理划分

为“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风

险管理”“集成管理”等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再进

一步细分为“概述”“计划制定”“实施控制”等

子模块。这种模块化设计使学生在学习时有“着力

点”，并且使知识体系清晰化，有助于帮助学生理

解记忆。

二是借鉴“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理论框

架，即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对

每个模块的学习内容进行设计，包括知识讲解、课

堂练习、案例讨论、方法论提炼、个人项目及小

组项目迁移等［6］。旨在为学生提供清晰的学习路

径，引导学生在逐步深入的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自

身的思维能力，进而提升其课堂听讲专注力。例

如，在范围管理章节中，基于工作分解结构，提炼

“具体化思维”方法论；在时间管理章节中，基于

活动历时估计与人力资源效率的关联，进一步介绍

番茄学习法、情绪与效率的关系等提高人力资源工

作效率的具体方法。上述内容设计符合本科生年龄

特征，能够紧密贴合其日常生活，让学生认识到课

堂教授内容能够切实指导其生活与学习，增强其在

课堂上的获得感，借此提升其听讲专注力［7］。

三是在模块化设计中促进跨学科知识的融合，

增强学习内容的高阶性与挑战性，这需要学生聚精

会神地理性推理才能掌握，进而提高学生的课堂听

讲专注力。以集成管理章节中的全过程管理、全团

队管理知识模块为例，将项目调度、运筹学、博弈

论、算法设计理论等不同学科融入项目管理教学内

容中，为学生展示项目管理全过程、全团队集成优

化模型的构建与求解流程。学习内容难度的增加，

使得学生不得不紧跟教师的讲授过程，从而有效

提升学生的听讲专注力。此外，这种跨学科的教学

内容还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高阶性学习内容设计希望通过

点燃学生内心的求知之火，引导其主动探索、深入

思考。

四是在模块化设计中增加案例讨论与分析，并

注重案例分析内容设计的趣味性，通过学生耳熟能

详且饶有兴趣的具体案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8］。

例如，在范围管理章节中，以孙悟空用金箍棒在

地上划圈保护唐僧为例，将其类比为项目经理在项

目范围确认文件中的同意、“盖章”动作，以此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让其轻松理解项目范围确认的

内涵；在风险管理章节中，播放三国三大战役之一

“官渡之战”的影视片段，讲解曹操在此战中以少

胜多、打败袁绍、称雄北方的原因，即曹操派五千

精骑偷袭乌巢，一把火烧掉袁绍大军的粮草辎重，

进而扭转曹袁双方战争局势，最终曹操获胜。通过

这一经典案例吸引学生认真听讲，使其理解粮草辎

重（物资）采购对于战争（项目）的重要性。

2.4  学习场景

上述学习活动与学习内容在客观上要求学习场

景多样化，既包括真实的学习场所，也包括虚拟的

学习空间，既涉及现场调研，也涉及文献查阅。

具体而言，当前的学习场景包含以下几类：一是

传统的教室，在此主要讲授各个知识模块；二是线

上交流社群，各小组成立社群，教师也加入其中与

小组成员随时展开讨论与沟通；三是线上资料库，

旨在进行资料共享，主要包含小组项目选题素材，

以及一些线上资料，学生可便捷地获取自身所需资 

料［9］；四是针对小组项目的真实调研与实施场

景，各小组依据自身项目需求开展调研与项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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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真正从实践中学习；五是个人项目学习共同

体，志同道合的学生组成学习共同体，借助团队的

力量助力自身发展；六是学生单独与教师进行线下

与线上沟通，就个人或小组项目的进展、疑问进行

提问，教师有针对性地予以解答。

2.5  结果评价

根据学习目标、学习活动、学习内容等具体要

求，有针对性地设计项目管理课程评价标准，以便

清晰地衡量学习目标与学习内容的达成度，进而

改变原有的单一课程考核评价方式［10］。具体分为

四个部分：一是知识考核，采用期末闭卷考试的

方式进行，占比40%；二是个人项目报告，要求体

现项目管理理论的应用，占比20%；三是小组项目

报告，要求体现小组项目报告的改进痕迹，占比

30%；四是平时表现，考查指标主要为线下课堂发

言次数、线上与教师互动次数等，占比10%。在上

述考核方案中，增加了过程性考核的占比，并且个

人项目、小组项目、平时表现均从不同角度考核了

学生的能力与素养，与学习目标、学习活动、学习

内容的设计相契合。

3  教学实施效果

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探索实践已经进行了多个

轮次，经过上述教学设计的优化，教学效果得到显

著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课堂表现

方面，学生的抬头率有了显著提高，个人项目专题

讲解时的抬头率甚至达到了90%以上；（2）考核成

绩方面，成绩较优化前有明显提升，尤其是试卷主

观题中学生的表述逻辑更加清晰、合理，视野更加

宽泛、开阔；（3）学生反馈方面，在期末评教的主

观描述区域，不少学生反馈通过人生设计项目，自

己对未来规划更加清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自我觉醒，还有学生反馈通过项目管理课程学习，

增强了自身的结构化思维水平，分析与解决问题变

得更具系统性和条理性，甚至有学生认为项目管理

课程颇具挑战性，能带来思维快感，极具吸引力。

4  总结

在大学课堂中，学生专注力低下是影响本科教

学质量提升的关键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

学生访谈的方式对大学生课堂专注力低下的原因展

开调查，发现教师端的“供给”与学生端的“需

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配，这是大学生课堂专注

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一发现，从强化教师端

的“供给”着手，通过改进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设

计，关注和激发学生端的“需求”，助力学生认清

与了解自身的需求，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匹

配性，从而提升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最终提

高大学生的课堂专注力。本文能够为类似的管理类

课程教学设计与创新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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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Project Management 
Course Based on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Ning Minjing Pang Jian Guo Yubo Yu Xuan Lia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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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only th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but also the students’ own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tatu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striving to 

improve their own “supply”, teachers should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and stimulate the “demand” of studen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an produce good results.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classroom focu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arries out project management cours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that mee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needs, achieving good teaching result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similar managemen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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