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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法”广受赞誉,在商务英语教学中也受到不少教师的青睐。 然而,关于在

英语非母语学习环境中如何使用案例教学法的研究其实数量并不多,实践中如何改进值得深入探讨。

在回顾案例教学法文献的基础之上,探索商务英语教学中如何批判性地融合哈佛案例教学法的元素,具

有切实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教学中,建议根据学生情况,量体裁衣式地搜寻和编写适宜的英文案例,

并采取小案例和多任务等灵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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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总括性概念,指的是任何用英语进

行的、目的是进行商务活动的书面或口头的语言互动” ①(Nickerson
 

et
 

al. ,
 

2016:
 

3),可以

看作是通用英语与国际商务的结合体。 商务英语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在其教学中,采

用商学教育中的成熟教学方法是十分常见的做法。 比如,许多商务英语教师声称使用“案

例教学法(case
 

method)”进行教学,该教学法源自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 MBA)课

程,在其官方网站上受到高度赞誉,被称为 20 世纪的“核心教学法(core
 

pedagogy)”和“游

戏规则改变者(game-changer)”。 据了解,在哈佛商学院,超过 80%的课程围绕案例教学法

展开,而世界上其他顶尖商学院中,平均约有 30-50%的课程时间分配给小组案例分析

(Baron,
 

2015)。 在许多商学院的课程大纲中,案例教学法几乎成为不言自明的“标准配

置”,而且往往比传统的授课式教学更受关注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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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在英语非母语学习环境中如何使用案例教学法的学术研究数量并不多,深

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都比较缺乏。 因此,商务英语课程中如何用好案例教学法,相关

问题值得探讨。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该如何批判性地融入案例教学法中

的关键元素以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本文对案例教学法的核心文献进行综述,提出将其更好

地运用于商务英语教学的具体建议。

1　 文献综述

本文试图梳理关于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文献,展现其特点及教学效果。 此外,还将重点

论述案例教学法在商务英语教学领域中的应用,提出相应的建议,供课程教师参考。

1. 1 案例教学法的特色

案例教学法常常与“哈佛(Harvard)”一词联系在一起。 一般认为最早是哈佛法学院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 Kimball,
 

1999,
 

2006),其后医学院和商学院也相

继采用。 哈佛商学院是将该教学法推向全球高度的学院。 自 1922 年起,在时任院长

Wallace
 

Donham 的改革和推动下,哈佛商学院大力发展并传播了案例教学法,此后二三十

年内便在世界商科教育范围内声名鹊起。 到 20 世纪中叶,案例教学法已在商业教育的许

多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包括但不限于会计、人力资源、金融、管理等( Andrews,
 

1951;
 

Applebaum,
 

1961;
 

Greer
 

et
 

al. ,
 

1964;
 

Hassler,
 

1950;
 

McNair,
 

1954;
 

Tagiuri,
 

1961;
 

Tate,
 

1956)。 在其后数十年中,案例教学法也扩展到更广泛的教育领域,如师资培训、社科研究、

机械和软件工程等等。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案例教学法”的定义繁多,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帕尔格雷夫

战略管理百科全书(The
 

Palgrave
 

Encyclopedia
 

of
 

Strategic
 

Management)》中的定义能比较全

面地展示其关键要素,因此在本文中采用其定义如下(Bower,
 

2018:
 

214-215):

案例教学法是将案例研究作为课堂讨论的基础,其目的在于课堂上发现通用的概念,

或使用概念来解决特定问题……换言之,案例教学法是帮助学生学习在社会环境中解决问

题和进行决策的一种方式———这即是管理工作。①

在上述引用中,笔者将案例教学法的关键特征以粗体表示,并用下划线标出相关要素

加以凸显。 根据几十年来打磨而成的最佳实践,案例教学法倾向于强调三大要素:讲述故

事,案例本身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企业实际面临的问题;解决问题,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并思

考和开发相应的解决方案;启发思考,让学生充分参与讨论,全面浸入思想的碰撞、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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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 这些要素被认为能为课堂带来多重教学裨益。

首先,“案例”本质上是“讲故事(story-telling)”,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类似聆

听故事的感受(Wadham
 

et
 

al. ,
 

2013)。 使用故事进行教学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当时

古希腊教育家开始用启发式的故事讨论与学生互动。 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法,不仅拉

近了师生间的距离,还营造了一种富有吸引力和高度参与性的学习氛围( Areeda,
 

1996;
 

Edelson,
 

1996)。 现代研究也认为,讲故事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技法,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

识,进而促进了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流(Boris
 

et
 

al. ,
 

2018)。 在案例教学法中,虽然故事讲

述的本质不可或缺,但其重点并不在于讲述者———教师,而在于接受者———学生。 案例教

学法的精髓在于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这一点与传统教学法中强调教师在知识传递中的主

导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的角色由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启发

者、引导者、参与者和激励者(Charan,
 

1976)。 因此,案例教学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学习者

为核心的教学策略(Barkalow,
 

2018;
 

Foster
 

et
 

al. ,
 

2009),这不仅要求学生个体和小组积极

投入教学,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这种参与度。 这种充满探索性和参与性的学习方式所带来

的优质学习体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归属感、成就感,享受学习过程带来的乐趣,以及对获

取新知识的兴奋感(Fisher
 

et
 

al. ,
 

2019;
 

Hammond,
 

2002)。

其次,案例教学法坚持以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为导向,秉承现实商业世界中遇到

的问题应该是教学焦点的理念(Copeland,
 

1958)。 这一定位从设计之初便得以确立,案例

教学法刚开始的名称是“问题方法( problem
 

method)” ( Donham,
 

1922)。 案例不是简单的

证明某种观点的例子,而是通常会提出个人或组织面临的较为复杂的问题、挑战,或有望改

进的机会(宁向东,
 

2009a;
 

Mauffette-Leenders
 

et
 

al. ,
 

2003)。 案例教学中没有预设的分析,

教师也不会直接提供所谓的“正确” 答案( Abrar
 

et
 

al. ,
 

2021;
 

Rebeiz,
 

2015;
 

Wadham
 

et
 

al. ,
 

2013)。 学生们需要从商业领导者的角度出发,审视真实的商业难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或做出决策,以便应对这些问题(Greer
 

et
 

al. ,
 

1964;
 

Hoag
 

et
 

al. ,
 

2001;
 

Joroff
 

et
 

al. ,
 

1984;
 

Kimball,
 

2006;
 

McNair,
 

1954)。 在此过程中,学生有望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情境

中,从而提升解决问题和决策制定的专业技能(Herreid
  

et
 

al. ,
 

2013),即定义中的“管理工

作”。 这种模拟商业经理人日常决策情形的教学方法,能够促进学生在更贴近实战的环境

中学习知识和锤炼技能
 

(宁向东,
 

2009b;
 

Piotrowski,
 

1982)。

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特性显然与建构主义教育哲学中“边做边学( learning
 

by
 

doing)”

的理念一致(Bruner,
 

1977;
 

Schon,
 

1983)。 该理论认为,当学习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信

息时,学习最为有效。 案例教学法中的学习过程通常采取课堂上的口头讨论,这对所有人

来说都是不能逃避的任务( Donham,
 

1922):通常的做法是从“冷不丁提问( cold
 

call)”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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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教授随机选择一名学生发表意见,逐步激发整个课堂的讨论( Garvin,
 

2003,
 

2007);学

生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力量,贡献约 85%的讨论内容。 在许多课程中,课堂参与度占学生成

绩的一半之多,从而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讨论。

再次,案例教学法应当具有启发性( thought-provoking)。 案例教学法是一个阐释性、激

励性和启发性相结合的认知过程(Siggelkow,
 

2007)。 学生应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不仅

仅是记忆事实与数据,而案例教学法正是促成这一能力发展的有效方式( Dewing,
 

1931)。

一方面,通过分析和解读案例,能够激发学习者对内容、角色和动机进行批判性思考,进而

反思个人的信念和经验(Bruner,
 

1991)。 这一过程常常涉及思维的拓展、联结和重组,以激

发创造性思维(Antonietti
 

et
 

al. ,
 

2020)。 另一方面,讨论被视作是与他人共同进行的思考

过程,这种基于逻辑的口头交流要求学生筛选支持证据并锻炼表达技巧,使其达到比日常

交流更高的论述清晰度和说服力(Kerr,
 

1967)。 简言之,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激发高阶的思

维技能(Brooke,
 

2006)。

还有许多学者对案例教学法的特点进行了精到的阐释,如武亚军等(2010)指出,案例

教学法具有较高的拟真性(给学员大量的现实案例及丰富信息)、很强的挑战性(没有标准

答案)、鲜明的针对性和启发性(多角度的对话和讨论及案例总结)。 在契合的学习理论

上,也有很多学者做了深入探究,如刘刚
 

(2008)认为,交际教学理论、信息加工理论和学习

迁移理论塑造了案例教学法相对于传统教学法的优势。 近年来还有不少这方面的持续论

述(付永刚
 

等,
 

2014;
 

蒋秀娟,
 

200;
 

李宝元,
 

2017;
 

王鲁男
 

等,
 

2010),限于篇幅不再一一

回顾。

1. 2 案例教学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融入

案例教学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经历了数十年的积累和探索,让法律、医学和商业研究

等领域的本族语学生受益良多( Volpe
 

et
 

al. ,
 

2015),也可运用于英语课堂 ( 尹小芳,
 

2004)。 然而,有关如何在外语教学的环境中使用哈佛案例教学法的研究比较分散,总体数

量偏少。 姚斌
 

(2023)回顾了过去 20 年中案例教学法在国内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结果

发现 CNKI 收录的连理论探讨带实证研究的文献也仅有 106 篇。 作为一项在商学教育领域

声誉卓著、契合诸多现代教育理念的成熟方法,案例教学法运用于商务英语教学似乎应该

是理所当然,也确实得到很多商务英语教师的青睐。 但是,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案例教学法

运用于商务英语教学的文献却十分有限(陈建平,
 

2004)。 实际上,真正缺乏的是在实践基

础上的深度学术研究。 案例教学法毕竟是另一个学科的教学方法,而语言教师囿于传统的

学术背景,对于商科的知识和方法往往涉猎不足,进行融合的积累不够深厚。 此外,商学教

育领域的案例教学法研究在 20 世纪中期已较为明确,之后热潮减退,未再引起更广泛关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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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由于系统性、条理性的学术研究不足,商务英语学界对于如何引入

和融入案例教学法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清楚明晰,这种状况无法助力商务英语学科的蓬勃发

展。 以下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商务英语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相关文献进行重点回顾,力

求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探寻让商务英语发挥其跨学科的认知和资源优势之路。

早期的一些研究者尝试强调了案例教学法对外国学生或管理人员同样适用,因为该方

法符合他们的学习风格和职业兴趣,这一点上与英语为母语者的学生并无二致( Huckin
 

et
 

al. ,
 

1984;
 

Piotrowski,
 

1982)。 Grosse
 

(1988)和 Westfield
 

(1989)应该是首批从外语教师

和 / 或学习者的角度探讨案例教学法应用的研究者。 他们认为,尽管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上

有许多益处,例如涉猎广泛的主题和词汇、增强人际交往和管理技能等,但在语言教育和商

业内容的结合处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教学材料而言,现有的案例并不适合外语教育,缺少

专门设计的练习和语言难度指标;就方法本身而言,预先了解商业概念是前提条件,让语言

教师完全掌握这一周密完整的结构化方法也是一大挑战。 教师需要充分理解一般商业概

念、授课案例的具体内容以及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技巧,而语言教师往往在这些跨学科领域

经验不足。 Boyd
 

(1991)提出了一个核心原则,即商务英语课程本质上应被视作一门语言

学习课程而非商业专业课程。 在商务英语姓“商”还是姓“英”的问题上,他给出了明确的

答案,也奠定了从语言学习角度改造案例教学法的理念和实践基础。 他详细阐述了如何将

案例教学法调整以适应语言教学的具体方式,尤其在案例的长度、语言难度以及文化背景

知识的处理上给出了明确的指导。 他建议将篇幅较长的案例拆分为更小的单元,并辅以多

媒体教学资源来丰富传统的印刷材料,同时,也可为学生准备涵盖词汇、语法和跨文化交际

技巧的相关练习,以便在课堂讨论中使用;此外,教师的角色不应仅限于讨论的引导者,还

应担任学习中的语言顾问。 Hsu
 

(2016)进行了近年来少有的将哈佛案例教学法与商务英

语教学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他认为案例教学法的复杂性对教师构成了挑战,提出将一个庞

大的哈佛案例任务分解为多个子任务,以便利用基于任务的语言教学(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TBLT)的成熟概念和做法开展案例教学。

Jackson
 

(1998)强调了文化背景也是案例教学法运用于商务英语教学时必须考虑的重

要因素。 在香港大学双语教学环境中进行的实证研究中,Jackson
 

(2004)对 20 位商学领域

的教授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对近 600 名商业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开展了广泛调查,还对案例

讨论课堂进行了详尽的民族志观察。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教授们普遍认可案例教学法的教

育价值,但他们对于案例教学法与学生心理、社交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了解不足。

鉴于此,建议教师与学习者携手合作,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化素质教育,并在提问方式等方面

采取适应性的教学策略。 在文化的差异因素方面,以后的中国学者在 Jackson 的基础上进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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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广泛的探究和深入的论述(牟晖
 

等,
 

2021;
 

武亚军
 

等,
 

2010)。

总而言之,案例教学法在运用于二语环境中的商务英语教学时会遇到很多障碍,包括

但不限于适宜的材料缺乏、教师的准备不足和文化差异。 这些问题在后来也被反复提及

(陈树文,
 

2006;
 

李宝元,
 

2017;
 

李谧,
 

2012;
 

姚斌,
 

2022)。 欲全面了解案例教学法在商务

英语教学中的优缺点,还可以参考相关综述(如 Esteban
 

et
 

al. ,2004)。 可以明确的是,在商

务英语中融入案例教学法,需要从语言教育的角度和目标,对其实施细节进行调整和改进。

前人的建议为语言教师和学习者批判性、适应性、融合性地运用案例教学法提供了启示。

2　 教学思考

鉴于商务英语教学应同时满足语言学习的认知目标和商业教育的技能目标,建议其实

践应与案例教学法的已证实优势保持一致,并同时根据其自身学科的要求调整不适合英语

非母语学习者的方式方法。 笔者认为,应着重彰显其故事讲述和启发思考的特点,同时弱

化其解决实际问题的导向。

在商务英语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为了维持教学吸引力和促进学生发展,我们应强调

故事讲述与启发思维这两大要素。 故事讲述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教学手段,不仅能够提升学

生的记忆力、同理心、沟通技巧,还能激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Bruner,
 

1991;
 

Haven,
 

2007;
 

Simmons,
 

2012;
 

Storr,
 

2019),尤其是对于学生和专业人士而言,批判性思维是一项应当重

点培养和发展的技能(Cottrell,
 

2005;
 

Johnston
 

et
 

al. ,
 

2011;
 

Moore,
 

2011)。 高质量的案例

像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样,促使学习者在分析讨论过程中获益,这包括理解事实、辨

识问题、构想解决方案、评估方案、选择最优解并沟通结果。 教育者利用这种有力的教学工

具,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具有趣味性、反思性的深度学习环境(Ur,
 

1981)。

另一方面,对于非英语环境下进行的商务英语教学,案例教学法应考虑到课程计划和

学习者的具体特点。 对于非管理层的学习者,案例不应设计得过于冗长,且不应要求学生

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和决策能力(Stolovitch,
 

1990)。 案例教学法原本面向的对象,比如哈

佛商学院的 MBA 学生,在入学前往往已具备丰富的商战经验,属于“身经百战之人”。 而

相比之下,商务英语课程中的外语学生通常对商业世界缺乏经验,课程结束后也不太可能

立即获得决策性的管理职位。 因此,“解决问题”不再也不应是顶级任务,而学生通常也很

难将之前的学术经历转化为适应现实工作环境的思维方式(Depro
 

et
 

al. ,
 

2022)。 此外,对

外语学习者来说,庞大的阅读量和口语表达的硬性要求无疑也是一大挑战。 据报道,哈佛

商学院的案例通常长达 12 至 15 页,单倍行距,宛如一本小册子,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商

业人才,为了第二天能有效参与课堂讨论,通常也需要投入长达五个小时的预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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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2003)。 这对于哈佛的精英学生来说已然是一项挑战,更何况对于那些缺乏商业经

验且语言能力有限的外国学习者。 因此,对英语非母语的商务英语学生来说,弱化问题解

决的教学方式可能更为适宜。

秉承上述理念,也针对前文所述的障碍,商务英语教师在将案例教学法融入教学的过

程中,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参考 Hsu
 

(2016)的建议,积极借鉴案例教学法通过讨论培

养批判性思维的优势,将其与任务型教学结合起来。 二是参考 Boyd
 

(1991)的建议,自编或

者改编在语言和内容上适合教学的“小案例”。 根据学生情况和教学目的自编案例一直被

认为很有价值(Donham,
 

1922;
 

Schröter
 

et
 

al. ,
 

2021)。 这些量身定做的案例应该避免篇幅

冗长和内容过于专业。

首先,商务英语使用的案例不应过长,以至于使读者感到厌烦或使得分析过程乏味

(Herreid,
 

1998),因为
 

“短时间阅读,长时间思考” 比
 

“长时间阅读,无时间思考” 更佳

(Leenders
 

et
 

al. ,
 

2003)。 语言上也应该根据学生的水平,设定在一个略有挑战但是基本适

宜的难度,可参照四六级标准,或者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其次,一个好的案例应该包含

有趣的情节,可以与学生的日常经历有所关联。 鉴于学习者可能会对与其生活背景紧密相

关的案例内容产生行为上和情感上的共鸣,商务英语教师或可搜寻或编写贴近学生日常生

活的定制案例。 参照主流教材往往会出版当地版本,如全球版、欧洲版等,我国的商务英语

教学也可以成比例、有目的地编撰
 

“中国案例”加入其中。 有意让案例内容与学习者的日

常生活贴近,符合哈佛案例教学法中促进故事性叙述和启发性思考的特点,是一种适宜的

调整方式。 学生即使在有限的准备时间内,仅凭先验知识和生活经验,也可能有效地完成

讨论。 由此,学习者可以积极参与发表评论(甚至不一定是口头讨论,也可以考虑书面分

析),而不是面临做出决策的重大压力,这可能有助于增强他们思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例都要简化和退化为学习者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小案例,

而全盘摒弃专业内容丰富的复杂案例。 相反,学习者往往能从熟悉与陌生、轻松与挑战案

例相结合中获得最大收益。 确切地说,通过熟悉案例与不熟悉案例的整合,或可实现最优

的教学成果。 这样的结合保证了学习者既能积极参与又能面临挑战,既能借鉴他们的生活

经验和已有知识,又能拓宽他们的专业知识视野。 具体的案例选择和配比应根据学习目

标、学习者的语言和知识水平等因素来定,这无疑需要由未来的实证研究进行探索。

最后,本文探讨了哈佛案例教学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 文献综述揭示了案

例教学法的特点,包括以故事讲述和问题解决为导向、强调启发性思考等,同时也显示,虽

然该方法在商科教育中得到广泛认可,但在非英语母语环境下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 笔者

提出,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批判性地融合哈佛案例教学法的有益元素,并调整具体教学策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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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适应学生的具体需求和学习环境。 教师可以依据学生情况量身定制英文案例,采用

灵活的小案例和多任务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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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sit
 

to
 

the
 

Application
 

of
 

Harvard
 

Case
 

Method
 

in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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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rui

Abstract:
 

“Case
 

method”
 

is
 

a
 

well-lauded
 

teaching
 

method
 

developed
 

and
 

disseminated
 

b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the
 

setting
 

of
 

business
 

English,
 

many
 

practitioners
 

claim
 

to
 

have
 

been
 

employing
 

case
 

method.
 

However,
 

the
 

studies
 

on
 

the
 

principles
 

and
 

particulars
 

of
 

exposing
 

EFL
 

students
 

to
 

business
 

case
 

discussion
 

are
 

quite
 

scant
 

and
 

scattered,
 

leaving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course
 

delivery.
 

This
 

research,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key
 

literature
 

on
 

Harvard
 

case
 

method
 

in
 

the
 

past
 

century,
 

aims
 

to
 

explore
 

how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can
 

critically
 

incorporate
 

elements
 

of
 

this
 

method.
 

In
 

practice,
 

it
 

is
 

recommended
 

to
 

compile
 

tailored
 

English
 

cases
 

based
 

on
 

student
 

needs
 

and
 

adopt
 

flexible
 

techniques,
 

such
 

as
 

using
 

smaller
 

cases
 

and
 

multiple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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