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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DDIE模型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教学设计框架，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研究。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促进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教学方法，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然而，在《经济法基础知识》这类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中，如何有效运用 ADDIE模型指导案

例教学尚需深入探讨。本文聚焦于 ADDIE模型框架下《经济法基础知识》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探

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展示了从需求分析到评价反馈的全过程教学实践。以合同法的教学为

例，详细阐述了如何在 ADDIE模型的各个阶段融入案例教学，以期探索出一条高效、实用的教

学模式路径，为同类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提供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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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ystematic teaching design framework, ADDIE model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research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Case-based teaching, as an approach that promo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However, in courses with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Law,"
how to effectively apply the ADDIE model to guide case-based teaching still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s for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Law" under the ADDIE model framework. Through specific case analysis, it demonstrates the entir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from requirement analysis to evaluation feedback. Taking contract law as an
example, it elaborates on how to integrate case-based teaching at each stage of the ADDIE model,
aiming to explore an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path,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imilar courses.
Keywords: ADDIE model; case teaching method; basic knowledge of economic law; contract law

引言

《经济法基础知识》作为商科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

以经济法律关系的界定与调整规则为研究对象，旨在培养学

生的法理认知与实践应用能力。然而，当前针对该课程的教

学模式创新研究仍存在一定空白，亟须探索更科学、高效的

教学方法，以适应现代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过中

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ADDIE模型”“案例教学法”

“经济法基础知识”为复合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尚无

文献专门探讨该课程中应用 ADDIE 模型下的案例教学法。

这一研究缺口表明，传统教学模式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方

面仍有优化空间，而 ADDIE 模型所强调的系统化教学设计

理念，有望为该课程的教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本研究基于《经济法基础知识》现有课程体系，聚焦“合同

法”章节内容，并采用对照实验法，对比 ADDIE 模型下案

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验证其在促进知识内

化、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和增强实践应用能力方面的优势。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价”

的系统化教学路径，旨在为经济法课程改革提供实证支持，

推动教学效果与质量的优化升级。综上所述，在《经济法基

础知识》教学中引入 ADDIE 模型下的案例教学法，不仅能

够弥补当前教学模式创新的不足，还能够使教学过程更加科

学、系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法律思维与实践能力，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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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法律与经济管理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1 ADDIE模型下的案例教学设计

1.1 研究对象

《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是天津第一商业学校会计系学

生的专业必修课。为了确保研究的可比性，研究选取了同一

年级的两个班级进行实验对比，其中 21班和 22班分别有 38

名和 40名学生，人数相当。具体而言，21班采用传统教学

法进行授课，设为对照组；22班则基于 ADDIE 模型的案例

教学法开展教学，设为实验组。通过对比两种教学模式的实

施效果，评估 ADDIE 模型下案例教学法在提升学生学习效

果方面的实际作用。

1.2 研究过程

1.2.1 分析：分析要素，确定方向

分析阶段是 ADDIE模型的起点[1]，在这一阶段，教师主

要围绕学生特点、课程特点和教材内容三个关键要素展开深

入分析，以确保教学设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2]。首先，教师

通过直接沟通、问卷调查和学生成绩分析等方式，全面了解

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动机及具体需求，从而制定符合学生

认知水平的案例教学方案。调查问卷涵盖既往学习情况、课

程学习效果及满意度、个人对课程的预期和建议、个人学习

需求等内容。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希望课程能选取更贴

近生活情境的案例进行教学，同时增加法律知识在实际问题

中的应用训练，以提升其实践能力和法律思维。其次，深入

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明确课程的核心特点与培养

目标，为教学设计提供清晰的方向指引。此外，对教材内容

进行系统梳理，将各章节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整合，构建完整

的知识体系，以便更好地组织教学内容。

通过对学生、课程及教材的深入分析，不仅能够确保教

学内容的针对性，还能为后续的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各

阶段提供有力支持，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在具

体的学习内容分析中，本课程围绕“四类”合同、合同效力

的实际应用、表见代理与表见代表等知识点展开，构建完整

的合同法知识体系。

1.2.2 设计：设计目标，保证方向

设计阶段主要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展开[3]。在分析

阶段明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课程特点的基础上，教师需据此

设定既符合学生发展需求，又契合专业培养目标的教学目标。

同时，对教材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精准划分教学重点与难点，

并结合学生需求与课程特性，制定科学、个性化的教学方案，

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知识需求，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2.3 开发：开发案例，激发兴趣

《经济法基础知识》课程在实施案例教学时，需要精心

选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法律案例主题，这是案例设计的

核心基础[4]。案例主题的确定可依据课堂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因素进行

筛选。教师可以从《今日说法》、中国裁判文书网等专业法

律平台收集案例素材[5]，同时借助搜索引擎、学术数据库、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等互联网资源，确保案例的丰富性和

多元化。收集到合适的案例后，需要对其进行优化和润色，

使其更符合课堂教学需求。案例开发的最后且最关键的一步

是问题设置[6]。教师在设计案例问题时，应综合考量课堂教

学目标、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相关法律标

准，确保问题具有启发性和互动性。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

案例教学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引导他们深入思考

法律问题，并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合同

法”章节中，可以选取“智能产品买卖合同纠纷”作为案例

主题，该案例不仅紧贴市场经济发展热点，还涵盖了本章节

的核心知识点。基于该案例及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可设置以

下引导性问题：

1.甲乙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请说明理由。

2.如果甲公司不能按时交付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货物，

是否违约？若违约应承担什么责任？

3.甲公司是否可以原材料不足为由主张不可抗力，从而

免除或减轻违约责任？

4.乙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果违约，乙公司的的损

失赔偿额应怎么确定？

1.2.4 实施：学生中心，深度学习

本阶段是教学设计的核心环节，旨在将前期的设计工作

转化为实践，直观地检验教学设计的合理性[7]。教师应始终

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理念，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

的主角。实施环节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部分：课前：

教师发布预习任务和案例素材，激发学生的知识探索兴趣；

课中：教师围绕开发的案例引导课堂，巧妙融入本节课的知

识，通过提出问题激发学生思考[8]。学生分组讨论案例内容，

并将讨论结果记录并分享，或以小组形式进行法律案件的角

色扮演，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营造积极的

课堂氛围。教师在此阶段应密切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灵活

调整教学策略，确保学生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9]；课后：教

师根据小组讨论的成果辅导学生撰写案例报告，巩固学习效

果。本课程教师在课前两天提前布置相关案例，帮助学生提

前了解本章节的主题。课堂上，以智能产品买卖合同纠纷案

例为主线，适时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将理论知识与实

际情境相结合。学生分组讨论案例内容，并将讨论结果进行

分享。最后，教师进行案例总结、点评与分析，并要求学生

根据课堂活动撰写案例报告[10]。

1.2.5 评价：贯穿全程，保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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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阶段贯穿整个 ADDIE 模型的应用过程[11]，采用多

元化与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和手段，以确保教学质量的持续优

化与提升。多元化体现在评价的对象不仅限于学生，还涵盖

教师及其他相关教学参与者，他们均可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

果提出反馈意见，以促进教学改进。评价方式不仅局限于传

统的测试卷，还包括教师课堂观察、口头提问、小组讨论反

馈等多种手段，以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中，测试卷

主要用于终结性评价，帮助评估学生的整体学习成果。为确

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全面性，课堂教学过程中还辅以过程

性评价，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观察、随堂测验等多种方

式，动态监测学生的学习表现。此外，教师可通过调查问卷、

学生访谈等形式，广泛收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实施反馈，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优化教学设计，使其更符合学生的需求和

实际学习情况。

2 结果

2.1 课程作业完成情况分析

统计分析对照组和试验组学生的课程作业完成情况，发

现相比于试验组，对照组同学的作业完成积极性不高[12]，试

验组为 95%，对照组为 84.21%；作业的正确率也较低，试

验组为 96.89%，对照组为 78.26%（见图 1）。针对“学习

兴趣”进行了数据调查统计，发现试验组学生的学习兴趣明

显高于对照组，讨厌和没兴趣的同学远少于对照组（见表 1）。

从分析结果上看，基于 ADDIE 的案例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

兴趣的提升明显优于传统教学（P<0.01）。

图 1 课程作业完成情况对比分析

表 1 学习兴趣调查分析

组别 兴趣浓厚 有兴趣 没兴趣 讨厌 χ2 p值

对照组

（n=38）
6（15.79%） 15（39.47%） 12（31.58%） 5（13.16%） 15.26 0.002

试验组

（n=40）
13（32.5%） 21（52.5%） 4（10%） 2（5%）

2.2 学习效果体验分析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了学习效果体验分析[12]（见表

2）。试验组学生在提高知识点掌握程度、深化法律逻辑思维、

提升法律实践能力、提升课堂氛围、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培

养团队合作能力、促进终身学习习惯等方面效果显著优于对

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学习效果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组别

效

果

评

价

提高

知识

点掌

握程

度

深化

法律

逻辑

思维

提升

法律

实践

能力

提升

课堂

氛围

提高

独立

思考

能力

培养

团队

合作

能力

促进

终身

学习

习惯

对照

组

（n=
38）

明

显

24
（63.
2%）

22
（57.
9%）

28
（73.
7%）

29
（76.
3%）

28
（73.
7%）

25
（65.
8%）

22
（57.
9%）

有

效

10
（26.
3%）

10
（26.
3%）

9
（23.
7%）

7
（18.
4%）

6
（15.
8%）

8
（21.
1%）

10
（26.
3%）

无

效

4
（10.
5%）

6
（15.
8%）

1
（2.6
%）

2
（5.3
%）

4
（10.
5%）

5
（13.
1%）

6
（15.
8%）

试验

组

（n=
40）

明

显

34
（85
%）

32
（80
%）

37
（92.
5%）

37
（92.
5%）

36
（90
%）

35
（87.
5%）

32
（80
%）

有

效

5
（12.
5%）

6
（15
%0

2
（5%
）

3
（7.5
%）

4
（10
%）

4
（10
%）

6
（15
%）

无

效

1
（2.5
%）

2
（5%
）

1
（2.5
%）

0
（0%
）

0
（0%
）

1
（2.5
%）

2
（5%
）

χ2 8.708 6.709 8.109 7.377 6.647 7.772 6.707
p值 0.013 0.035 0.016 0.025 0.036 0.021 0.035

3 讨论

3.1 ADDIE 模型运用方面

ADDIE模型的核心是以系统化设计为基础，以学习者为

中心，以教学者为促进者[13]。在这一模型框架下，教学者不

再单一制定、机械执行，而是从需求分析着手，怀揣明确的

教学目的，带领学习者步步深入，构建知识。这是一种结构

化的教学方式，促使学习者掌握知识，从依赖转为自主。相

较于传统的教学设计流程，学习者在知识的内化程度与实践

应用上均实现了大幅提高。然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难免

会遇到部分学习者难以适应这种模式，他们依然期望教学者

直接讲授知识。在实施阶段，我将密切关注学习者的反应与

参与度，灵活调整教学策略，以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针对那些难以适应新模式的学习者，我将提供更多的指导与

反馈，帮助他们逐步适应这一结构化的学习方式。并在后续

的教学设计中，我将致力于把 ADDIE 模型从单个教学单元

拓展至整门课程，让学习者逐渐融入这一学习框架。

3.2 案例教学设计方面

本次案例教学的内容源自经济法领域的真实案例，这些

案例多取材于网络、新闻报道等渠道，紧贴当前社会经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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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极易引起学生的关注与兴趣，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

为了与这些实际案例相匹配，我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知识点

和课堂问题，这些问题层层递进、相互关联，旨在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14]，逐步深化他们对经济法基础知识的理解。将学

生置身于一个开放、多元且充满挑战的学习环境之中，鼓励

他们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适时给予引导和启发，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帮助他们逐步构建起扎实的经济

法基础知识体系。

3.3 教学效果评价

持续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展，及时执行学习评估策略，以

便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成效。除了考试成绩外，日常学习态

度同样重要，这涵盖了课堂上的积极参与及课后的努力程度。

本次调研限于特定教学单元，未将日常表现纳入成绩统计，

但通过直接观察课堂互动和解析学生反馈问卷，我们可以清

晰地观察到，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投入度显著提升，学习成果

亦随之大幅度改善。不过，也注意到少数学生在课程后期表

现出动力减退或学习中断的迹象。针对这一现象，后续教学

策略将调整为小组协作模式，并引入团队评价机制，鼓励学

生间相互激励，携手完成学习任务，以此增强学生的团队协

作精神和集体责任感。

4 结论

将 ADDIE 模型应用于《经济法基础知识》的案例教学

中，精心规划教学流程，精准定位学习目标，从而有效监控

学生的学习进程，确保学生能够获得更深刻的学习体会和成

果。这一模式不仅贴合了当代教育发展的趋势，也为相关专

业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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