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PA 案例教学方法推广制度 
 

案例教学法，是哈佛大学于 20 世纪初所创，即围绕一定培训的目的把实际

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供学生思考分析和决断的案例(通常为书面

形式)，通过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案例教学法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摄取的信息量可大大增加，同

时，学生的分析、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都能得到有效锻炼和提高。案例教学的

精髓不在于让学生去认同和理解某种既定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用批判性的

思维，拓宽思路，创造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要求，湖南农业大学

MPA 案例管理中心认真研究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结合自身特

色和优势，借鉴国内外 MPA 培养院校的经验和做法，从课程建设、教学方式、师

资队伍等多方面进行探索、改革和创新，现提出 MPA 案例教学方法推广措施。 

 

第一章 推广目的 

第一条 推广目的在于普及案例教学，提升教学品质 

 

第二章  推广措施 

第二条 调整课程结构，优化课程内容 

课程建设是办好 MPA 教育的重要基石，是提高 MPA 教育质量的主要载体，也

是 MPA 教育美誉度提升的关键因素。湖南农业大学 MPA 案例管理中心根据自身办

学优势，结合 MPA 人才培养特点和公共管理实践部门的需要，对课程内容和课程

结构进行了优化提升：①全面修订 MPA 培养方案。MPA 课程教学皆要求使用案例

教学法，每门课程使用案例不得低于 6个，案例讨论课不低于 3次。课程案例分

为引用案例和自编案例，每门课程自编案例不得低于 3个；②与政府部门共同建

设 MPA 课程。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公共管理需要，学校邀请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

员参与课程结构设计，听取其课程内容意见，聘任部分学者型领导或专家担任专

业方向兼职教授，为 MPA 研究生提供讲座或承担课程中某部分内容的教学任务，



丰富了案例教学的来源；③设立专项经费为课程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为保证课程

结构调整、专业方向凝练优化工作顺利进行，学院配置专项资金支持教师们进行

案例调研和撰写工作，鼓励原创案例。 

 

第三条 注重师资培训，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 MPA 教学活动开展的灵魂和核心，“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立是

MPA 教育成熟的标志。湖南农业大学 MPA 案例管理中心以“双师型”师资队伍建

设为目标，注重师资培训，采取“引进来”、“走出去”，建设适应 MPA 教学要求

的专、兼职相结合的师资队伍：①“引进来”。主要针对 MPA 兼职教师，即选聘

具有丰富公共管理经验、较大社会影响力和较强的研究能力或研究兴趣的公共部

门资深管理者加入 MPA 师资团队，参与教学、指导等工作；②“走出去”。学校

发挥传统优势，为校内 MPA 专职教师创造机会，制定激励措施，鼓励他们以挂职

锻炼、课题承担、决策咨询等形式，与公共管理实践部门展开合作，丰富教师团

队的实践知识，改善 MPA 传统师资队伍“重理论研究、轻管理实践”的局面。 

 

第四条 以学生需求为中心，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学生需求是 MPA 教育开展的基本出发点，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运用是对 MPA 研

究生学习需求的有效回应，也是 MPA 教育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导向的必然结果：

①强调适应专业学位特点的教学方式的运用。为了提高教学效果，结合公共管理

学科自身特点，学校定期召开 MPA 教学研讨会，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成立案例中

心，组织专人编写教学案例，加强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学生欢迎、效果明显的

教学方式的应用；进一步研究、创新调研式教学、交流式教学等全新教学方式，

实现面向应用的多元教学方式；②建立 360 度教学效果反馈机制。学校组织学生

对每门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并向任课教师反馈评估结果和有关建议；组织

资深教师组成教学质量评估小组，前往 MPA 课堂进行督查；设立专门的公开信箱，

鼓励研究生对教学方式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等等。 

 

第五条 建立 MPA 案例教学评价制度，以“评”促“教” 

湖南农大 MPA 案例管理中心每年组织有关专家成立专家组，召开评审会，对



案例质量和课堂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均颁发获奖证

书，以促进 MPA 案例教学品质的提升。 

 

第三章   附则 

第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其解释权在本案例中心。 

 

第七条 本规定为试行规定，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修正的，须报学院研究通过。 

 

湖南农大 MPA 案例管理中心 

二〇一二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