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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议题式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教学设计

袁婷, 熊兰兴

（西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四川成都，611730）

[摘 要]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和微博微信等议题式信息冲击，基于大数据科学议题的教学成为培养学生数

字化科学素养的关键教学策略。然而，受到传统教学模式、专业语境和学生认知的影响，前期议题式教学

研究不成体系。为此，本研究基于数字化议题式理念展开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的教学研究。本研究在教

学目标上紧扣“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向，在教学设计上开发了创造思维的“OIO”教学模式，包含了议

题开发、“RSRARM”教学步骤、教学评价、教学反思四个部分，其可以为培养“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风控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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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议题式教学源自于社会性科学议题，其

与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发展密不可分[1]。这

种教学模式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不确定性已

经逐渐引起了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越来越

多的高等学府将社会性科学议题引入课程标

准中，生物学、化学已经融合了社会性科学

议题的理念，其课程目标设置，课程内容设

计和培养目标等已经显现出社会性科学议题

式教学的特征[2]。社会性科学议题式教学已

经成为培养具有科学思维和责任感学生的重

要手段[3]。议题式教学模式的本质是以各种

不同的情景模式为载体，让学生主动学习相

关知识。学生在陷入议题的思考逻辑之后，

激发学生深入剖析问题，逐步形成解决议题

的意识，以此过程提升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

能力。

然而，每门课程都具有不同的学科特征

和科学领域，每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

度的差异性较大，如何结合时代特征、学科、

相应领域的发展特征和学生特征展开社会性

科学议题式教学，其值得高校教师深思[4]。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企业“走

出去”的决心大，但在执行海外投资项目过

程中经历了大量的风险，及时的海外项目风

险信息分析迫在眉睫。为此，本研究基于海

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课程的时代特征，如，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新契

机，探索适合我国现阶段海外投资项目风险

管理课程的议题式教学模式。

二、文献综述

社会性科学议题教学是一种高效培养学

生科学素质的教学模式。议题的本质是指在

公共和社交活动中的决策事件。一般情况下，

所有的决策都不能被受众悉数接受，因此，

议题往往伴随着争议。社会性科学议题的形

成过程中往往涉及到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赞

同意见、反对意见和争议决策。部分不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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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理解的内容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相关争议会不同程度的被社会接纳[5]。社会

性科学议题教学就是基于现实的真实情景，

筛选相关的科学议题，通过剖析议题展开教

学[3]。让学生参与课堂陈述、论证、议题探

究、疑问提出、观点博弈等需要高度集中力

的思维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回

归课堂，主动学习。

社会性科学议题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的

教学目标、课堂组织、教学活动等都有明显

差异。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强调学生单独思

考、单独讨论、单一学习、被动式的获取知

识、总结性评价较多[6]。然而，社会性科学

议题教学强调多元化，科学概念的理解是通

过学生个人与社会实际情景讨论所得，其强

调学习小组结合社会议题中真实群体的想法

进行协作式学习[7]。其通过探讨、交流和调

研的方式对社会或者全球性问题进行评价和

决策。所有的学生在做陈述时都需要提供支

撑性证据，课堂对于议题不给出唯一的总结

性评价，而是倡导结论的科学性和多元性[8,9]。

基于文献和实际情况的访谈调研，在现

阶段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课堂中，教师

仅仅将社会性科学议题教学模式叠加到现实

课堂中，这仍存在较大的缺陷，其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的课程涉

及大量信息，学生对海外投资项目和风险管

理知识知之甚少[10]。一方面，由于学生大部

分时间在校园里展开理论课程的学习，难以

有机会了解和接触实际的海外投资项目，难

以理解海外项目风险大的特征。另一方面，

在实际的海外投资项目中，科学合理的风险

管理模式较少。因此，学生对课程的理解较

为浅显，难以从深层次维度展开相关议题的

科学探讨。

其二，目前高校教师对社会性科学议题

的教学运用常常展现出游离化和过度使用两

种状态。第一种情况是，教师常常游离于教

学之外，仅仅将议题式教学作为一种形式，

没有真正利用议题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不一，教师难以

与学生就议题探讨引发共鸣，两个主体的知

识关联较弱，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联动性

较差。第二种情况是，教师过度利用社会式

科学议题教学模式，没有将海外投资项目风

险管理相关知识进行筛选，过度联系议题和

课程目标的关系，学生在过度化的情境中，

难以将系统的知识与议题的关键点进行有机

结合，议题式教学运用效果不理想。

其三，我国尚没有系统性的海外投资项

目风险管理议题式教学模式设计。教师仅仅

将部分议题当作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种手段，

尚没有将议题式教学贯穿于整门课程的设置

当中，教师往往忽视了议题式教学的内在特

征，忽视了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景重现和科学

推理。教师大部分教学过程仍然是，引入现

实议题内容后，没有让学生积极主动发表意

见，仍然给出了总结性评价结论，没有真正

启发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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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议题式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

管理教学模式构建

基于议题式教学在激发学生注意力和学

习兴趣的重要性，本研究设计了数字化议题

式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教学模式，即

“OIO”教学模式。“OIO”教学模式包含了

议题开发、“RSRARM”教学步骤、教学评价、

教学反思四个部分。“RSRARM”教学步骤涵

盖了议题识别（Recognize）、情景设计

（Scenario）、风险信息搜集（Risk）、剖析议

题（Analysis）、推导结果（Result）、决策优

化措施论证（Measure）六个步骤。该教学步

骤注重学生案例搜集、情景设计、海外投资

项目风险信息搜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如图 1所示）。

图 1 OIO教学模式

3.1 议题开发

议题式教学的焦点是议题，教师在议题

开发时要注意结合具体的实践案例展开。海

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的议题有很多，教师可

以基于以下几个步骤展开考量。第一步，教

师根据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课程的知识体

量大和系统性特征，在备课阶段确定出此门

课程的课程内容。根据课程内容，教师从新

闻、媒体、现实材料和“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中寻找议题，将每一部分的课程内容与

议题进行对应，建立关联。第二步，根据关

键知识点选择近期实际发生的海外投资项目

事件。第三步，教师要根据实践案例引导学

生思考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的痛点和症结

点。在该环节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思考实际事件的能力，具体如下

图 2。

图 2 议题开发

3.2 RSRARM教学步骤

在课堂开始前，将议题作为学习任

务下发给学生，为学生课前预习提供支撑，

让学生根据议题的核心问题展开资料搜集和

问题探究论证和风险评价，整理出自己的个

人主张、论点论据。

在课堂正式开始阶段，教师可以通过以

下六个步骤展开教学。

（1）识别议题

为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唤起学

生的主体角色，教师将当堂课选择的议题作

为大背景，初步阐述议题涵盖的基础知识和

关键社会问题。在教师提供的议题大背景下，

为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

自己所收集到的议题进行分享，简要展示几

项案例的基本情况，在无问答压力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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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分享欲。在分享案例的过程中，

让学生切身感受到“议”的思维训练。通过

学生提供的实际海外投资项目风险案例，提

炼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议题。

（2）情景设计

为了拓宽议题的内容宽度，教师以

大背景议题为中心，总结归纳出学生在识别

议题阶段分享的案例，并总结出子议题。教

师根据大背景议题和子议题的相互关系，画

出其相互关系图。基于关系图中的路径，让

学生设计大背景议题情况下，子议题发生和

不发生时，海外投资项目不同的风险情景。

（3）风险信息搜集

对于不同海外投资项目风险情景，

教师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领取一

个风险情景。小组内部通过资料搜集深度挖

掘特定风险情景下，影响海外投资项目风险

大小的主要风险因素，并将风险进行分类归

纳整理。这要求学生在课堂前主动进行学习，

结合要求，深度思考海外投资项目风险，使

其对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提高其收集信

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

（4）剖析议题

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议题剖析之前，

提前讲授事故树法在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中的

应用步骤。学生在掌握了事故树的基本分析

方法之后，将小组收集到的风险信息进行分

析，通过小组内部的讨论、角色互换和观点

抉择进行协商，将议题观点形成共识，以此

加深学生的课堂体验感，增加学生思考问题

的能力。同时，通过小组整理和讨论事件发

生的线索，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特定情景下，

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的演变过程，强化学生的

逻辑推理能力。

（5）推导结果

当各小组的特定情景风险演变过程观点

统一后，为激发学生深究问题的能力，在小

组外部，轮流组织小组进行讲授，其余小组

之间通过讨论，辩论不同的观点，推导出多

元化的风险演变过程。在这一阶段，学生观

点不断碰撞，取证、推导、抉择投资风险演

变过程，其可以将学生的思维从混沌引导至

明晰、辩证统一。

（6）决策优化措施论证

在确定了风险演变过程之后，为进

一步加深学生的参与感，各小组学生代表海

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

者角色，并各自设计风险优化措施，通过分

享不同立场的措施观点，当地政府方、中国

企业、当地企业、当地居民对海外投资项目

风险的应对方案初步形成。但是，不同的利

益相关者应对措施的出发点会有所不同，此

时，小组内部继续进行探讨和博弈，直至形

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可持续性海外投资项目风

险应对策略，为下一阶段的决策提供依据。

3.3 教学评价

在课堂评估时，教师让各小组进行交叉

评估打分，确定个人在课堂中的综合表现。

教师在进行课程和议题点评时，要注意肯定

学生的工作，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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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观点进行点评，但要保留议题结论

的多样化特征。在课堂结束阶段，教师让组

长对各小组的结论性观点进行总结，形成文

档和电子资料。

3.4 教学反思

教师整理各小组打分表结果，并依据自

己对每位同学课堂表现的打分结果，总结学

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教师要对学生的表

现及时进行反馈，分析每个小组每位同学在

课堂讨论和发言中的表现，其包含课堂表现

力、分析问题的逻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小组内部的组织交流能力，以校正与强

化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要以较为缓和的方式进

行，通过建议的沟通模式，提高学生的接受

能力。

四、结论

教师根据互联网上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

管理议题资料，鼓励学生主动利用数字化工

具展开资料收集和分析，让教师与学生建立

起知识的共鸣，避免了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

理知识体量庞大繁杂的特征。“OIO”教学模

式及其“RSRARM”教学步骤已将课程内容与

议题进行对应串联，提升了数字化议题式教

学的系统性教学特征，同时，小组内部和小

组之间的讨论和观点抉择使得学生可以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出自己的观点，使

学生真正融入课堂，为学生主动学习提供机

会。经过本研究提出的“OIO”教学模式及其

“RSRARM”教学步骤，其主要是基于议题式

大背景下，让学生对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

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并通过子议题的分析作

为研究主题，使整个过程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让学生的思维过程具有完整性和持续性特征，

从而促进学生深度理解大议题和子议题背后

知识点的逻辑关系，使得情景与基础知识高

度融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OIO”教学模

式及其“RSRARM”教学步骤与海外投资项目

风险课程特点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其可以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的综合

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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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of “risk management of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based on digital

issues

Yuan Ting, Xiong Lanxing

(Xi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engdu, Sichuan, 611730)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opic information such as

Weibo and wechat, teaching based on big data science issues has become a key teaching strategy to

cultivate students’ digital science literacy.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professional context and students’ cognition, the early topic teaching research is not

systematic.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risk management of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igital issues. In term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his study closely follow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Belt and Road”, and develops the “OIO” teaching mode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teaching design, including four parts: topic development, “RSRARM” teaching

steps,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reflection, which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risk control tal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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