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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2006_E7_94_B

5_E5_AD_90_c40_61802.htm 学习电子商务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在网上每天都有鲜活的案例可供参考，有真实的而非模拟

的环境可供参与，这远比所谓电子商务教科书、实训室、模

拟软件更有意思。 教育部规定：国内高等职业教育分为实训

课和理论课两种，不管什么专业，不管涉及什么行业，实训

课的比例应不低于40%。刚看到这六四比例时，我就有些四

六不懂。因为我是刚入门不久的教师，便看别的专业如何行

事，但看着看着就嗅出味道异样。所谓理论课和实训课的衡

量标准被简单异化为：关键看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动手做，

教师讲授的就是理论课，学生动手做的就是实训课。这简单

二分真是得吾国千年宝典“易经”阴阳之法的精髓啊！ 案例

教学与实践教学格格不入 近日又得学校一文件，看到这样的

说法，禁不住大吃一惊：一般案例教学不属于实践教学的范

畴。这一“实践教学范畴”的定义真要执行起来，怕不知该

叫哪位老师犯愁了。想以案例教学法闻名于世的哈佛商学院

，让学生历经上百案例后，不知打造出多少一流的咨询师、

分析师、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本人乃一MBA，虽不是什么

越洋“深海龟”，倒在东南亚某小国龟吸吐纳两年，算名正

言顺的内陆“小王八”，经受过案例教学的“滋润”，感觉

的确有效。这一教学法的价值不在于学到了什么管理的黄金

法则，而在于过程，在于学生在案例完成过程中受到的思维

、心理素质、协作精神、身体素质、时间管理、计划、交流

能力等方面的综合锻炼。 案例教学法成为世界各国商学院的



主要方法，不是流年行大运撞上的，是实在有其内在价值，

对某些课程也是理想的实训方式。但到了我们这里，竟轻易

的“一般”掉了，不算！大概案例教学主要是动脑，而不是

动手的缘故，不符合高职教育培养所谓“应用型、技能型、

操作型”人才的需要吧。 为实训课正名 我们正在经历信息时

代，高职教育的实训课侧重培养学生动脑能力，这比会动手

重要得多，理由如下。 首先，任何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

个人综合能力的开发，而不仅是某项单一技能的掌握，这应

该是学校教育与培训班的最主要区别。不会动脑的人，动手

的效率肯定不会高。按目前某些人的逻辑，如果我们电子商

务有门“拉磨”的功课，而驴恰好和我是同学，那驴的实训

功课肯定比我强，因为我身体单薄，比不上驴大兄拉磨时风

风火火的泼辣作风。如果我这时被累倒在地，想研究一下有

无可以替代的办法，肯定落得“重理论、轻实践”的罪名。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积极锻炼身体，炼得膘肥体壮，驴大兄

拉一趟，我能拉一趟半，最后把驴大兄累趴下。 其次，电子

商务专业普遍采用所谓的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按预定好的

程序、步骤、方法进行操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动手”

，按某些人的观点，是正宗的实训课无疑了。然而，我对这

种模拟软件一直不太赞成，因为这种软件往往人为预设简单

的初始条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想给它加的一条罪状

是：以偏概全。学生通过模拟操作以为那就是电子商务了，

其实与真正的企业运作相差很远。而且这种操作完全按操作

手册来，没有任何难度，看不出对能力的提高有什么益处。

用身体拉大磨固然无益，用手转小磨，时间一长，手也会起

茧子。我曾暗想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去求职面试时，招聘官



肯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另外一点是：不管是B2B、B2C，还

是C2C，在网上都有可真实操作的商业站点，涉及的行业多

，模式广。能直接上网体验真实的网站，还模拟它干什么？ 

再次，随着科技的发展，任何一项技术、工序、程序、操作

，如果可以严格按照步骤来做，而步骤与步骤之间又无太多

其它选择，一定可以实现自动化。人被机器替代，低端的技

能再熟又有何用？驴兄虽然比我力大，但我好久没见盲驴拉

磨的场景了，一高兴我还要咬它几口“驴肉火烧”。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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