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前沿

2022年第09期

经济学原理是所有设立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其包含了包括微观与宏观两部分。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中

心，研究企业、家庭和单个市场等微观供求行为与价格之间关

系。学习内容包括供求的含义及均衡价格的形成、与消费相关

的效用论、与生产相关的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市场与厂商理

论和市场与福利等。宏观经济学以收入理论为中心，研究一个

国家整体经济运行及政府如何运用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学习

内容包括国民经济的循环流转、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及基本核

算方法、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与乘数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政策

工具及应用、失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及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

政策、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等。该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经

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介绍，使学生们初步了解和掌

握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及基本经济政策，并能应用所掌握的知

识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因此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

业课。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可以达到三级目标，其一是

知识目标：1．学生能够掌握专业知识。掌握消费者行为和生

产者行为理论；熟悉市场竞争下市场均衡理论；理解政府干预

经济的手段及效果。2．学生运用通用知识。使学生比较全面

系统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认

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如何平衡市场与政府关系

的重要性。其二是能力目标：学生具备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能紧密联系实际，根据经济的发展状沉，预测未来的发

展方向。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使学生能够较好地适应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三是素

质目标：1．学生通过课程训练，培养思想道德素质等价值观。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

社会责任感。2．学生通过课程训练，培养专业素质等精神。

具有严谨、诚信的职业品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3．学生通过课

程训练，培养文化素质等素养。 具有良好的文字、语言表达

能力；具有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

今年刚入职吉利学院后，便担任该门课程的任课教师，作

为非常重要的一门商科基础课，在教授过程中，从已上的班级

发现存在着较多问题，比如学生的基础能力较差，尤其是数学

能力；完全是理论学习，缺少了实践等。通过整理材料和思

考，分别从教材、教学内容、基础能力、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的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一、《经济学原理》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不适用于学生

目前本课程所用的教材为高鸿业所编著的《经济学原理》，

该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点相对丰富，并且难度适用于更高

层次的同学， 如985或211高校的学生。并且很多高校在考研

时将本教材作为考研的指定教材。然而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

该教材的难度明显较大，不利于学生的学习，甚至可能形成恶

性循环，例如在本书中的宏观经济学部分，存在着大量的模

型，而这些都需要较深的数学功底，而对于大一刚入校的学

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而言难度很大，不利于开展教学。

（二）教学内容相对不合理

第一，由于教师的教学经验缺乏，导致教学知识缺乏系统

性， 由于很多老师是第一次教授这门课程加之缺乏相关经验

使得教师更多地是对教学内容的知识点的讲解，缺乏对整体知

识点的梳理，没有让学生在头脑里形成知识串联，使得学生感

觉课程内容多而杂，不知如何学起。；第二教学内容趋同化严

重，商学院下设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工商

管理、经济与金融等专业均开设了经济学原理课程，不同的课

程所学内容不同，并且对于学生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在不同章

节的侧重点学习应有所不同，然而目前不同专业关于该课程的

教学内容趋同化。第三，该课程有48学时，而这些学时全部

用于理论教学，理论内容较多，使得学生有时只能疲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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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完全没有实践内容，使得学生在学习中只能处于一种被动

的地位，即使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掌握了知识点，但是在

面对实际的经济问题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在讲解第一章的均衡

价格和均衡数量变动的时候，大家明白了曲线变动如何影响均

衡数量、价格，但是在通过一道酷狗音乐的题目进行分析时，

还是体现出来了同学们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较弱。

（三）学生的基础能力较差

该课程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的要求

紧密相连，如在计算边际效用时很可能要用到偏导数，然而从

教学开始后，发现同学们大部分在高中学习文科，数学能力普

遍偏弱，到了大学以后，由于大一上半学期刚开设微积分课

程，这两门课程本应该是先后顺序，但是目前是平行开展教

学，使得学生本来薄弱的数学基础更加“雪上加霜”，并且通

过同学们的作业中可以发现，同学们的数学计算能力也有待于

提高，例如在第一章中的关于计算弹性的作业中，完全正确的

同学仅为23.5%，在做错中由于计算导致错误的占64.3%。

（四）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教授本门课程的老师由于经验的欠缺，因此更多地是一味

地“一言堂”，而无视学生的状态，这完全不能吸引学生的兴

趣，而且在教授过程中缺乏知识的拓展和延伸，过分地抱着课

本，加之内容的相对枯燥是的学生很难激发研究和学习的欲望

和激情，因此就会出现老师一人在上面认真讲课，同学们在下

面低头干各自的事情。

（五） 考核方式更关注知识的掌握，缺少了其他能力的

培养

从目前的考核方式来看，虽然是按照“64”考核（60%考

试成绩+40%平时成绩），但是平时成绩更多地考核的还是学生

对于知识的掌握，如作业占平时成绩的50%；虽有课堂表现的

考核，但是缺少团队配合的能力培养。

二、《经济学原理》课程创新的措施

在分析完问题后发现，现阶段该课程的教学无论从方法、

内容均存在着较大问题，这些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率，

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对课程进行改革和调整：

（一）调整教学内容

第一，针对不同专业的同学教学内容应该有所偏重，比如

对于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物流管理等管理类的同学，就更应

该偏重于微观经济学部分，该部分更接近其专业要求，而可以

对宏观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删减；对于经济与金融、金融科技等

经济类学生，则可以将经济学原理分割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

济学，分别放在两个学期讲授；除此之外，应该可以考虑将该

课程调整到同学们的基础课程完成后的学期，使其具有一定的

基本技能；第二，系统梳理知识间的关系，把知识有点连面进

行立体化学习。

（二）增加实践课时的分配

由于这门课很贴近生活，因此具有较强的实践要求。然而

目前讲授课时过多，使得学生只能是一知半解，正所谓理论需

要联系实际才能得到更好的知识学习。成都目前是全国经济前

十的城市，众多的企业和市场，因此可以与相应的企业建立校

企合作，把课堂搬到企业或者市场中去，让同学们通过在实践

过程中学习经济学知识，更有助于他们对于知识的掌握和理

解，除此之外，面对现在的经济热点，可以作为专题让同学们

自行研究，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

（三）更换教材

由于目前所用的教材不适合学生，因此可以根据自身的学

生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学生的教材，目前来看，建议以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由《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著地《西方经济学》

为主要教材，并且辅以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因为该教材对

于初学者较为简单，并且有大量的实例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知

识点。除此之外，也可以由该课程组的老师根据同学们的实际

情况，自主编写相关教材。

（四）改变单一的教学方式

由于课程知识本身的乏味性，如果在课堂上还是一言堂将

极影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因此需要增加多种教学方式提升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的方法包括：（1）案例分析法：通过案

例的分析让同学们加深知识点的认识，并且能够将理论联系实

际案例，有助于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解消费

者剩余时，通过列举四人简单市场的例子，通过案例的展开，

由同学们一步一步了解并得出消费者剩余的计算方法；（2）小

组讨论法：在课堂上，要增加学生的参与感，小组讨论是最为

基本的方法，例如在讲解需求价格弹性的时候，通过让同学们

讨论四组产品之间同时价格上升，哪种产品的需求量下降的快

地话题，导出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3）角色扮演法：在

教授过程中，如果能通过情景再现的情况，让同学们通过设置

的场景中参与，能够提升大家的参与感和学习知识的接受度。

例如在讲解市场均衡时，让同学们设计一个“讨价还价”的剧

本，并且通过表演让大家知道市场均衡的相关概念；（4）练习

法：针对计算内容多以及同学们的基础差的情况，尤其是经济

学又是以数学为基础的课程，需要通过不断的练习提升对知识

的掌握。通过加大基础习题的练习，并且注重课堂上的讲解，

使同学们能够提高“敏感性”，提升思考和计算能力。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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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除了讲解专业知识外，还注重课程思政的融入，如在讲解

需求的时候，涉及马斯洛需求理论，因此会以国家从积贫积弱

到实现伟大复兴的这个过程为例讲解马斯洛需求理论，使同学

们提升自己的国家荣誉感。教师现在在课堂上肩负的责任，不

仅仅是讲师，更应该是道路的引路人，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教

书，更应该要育人，拥有一个高尚品质、爱国的年轻人更为

重要。

（五）注重过程性考核，避免“一考定终身”的现象

在过程性考核中，注重的内容如下：（1）在课堂表现中的

考核，除了个人的课堂表现外，我增加了小组表现。其中在课

程讲授前，根据同学们不同寝室、不同性别进行分组，避免熟

人聚堆的现象，并告知同学们未来在社会上更多地是团队大于

个人，然而并非团队里的所有人都是你熟悉的，如果你不能融

入，那么必然会被淘汰。除此之外小组表现并不是按常规计

算，而是引入了“抽牌计分”的形式（分值按照扑克牌的大小

一致，但摸到JQK则记为0分），并最终按照最终的总分折算

计分，以此告诉大家以后在社会上有时候自己很努力，但并不

能带来成功，但是不努力你一定没有成功的机会。（2）除了考

勤、课堂表现以及作业外，还增加了小组展示的环节，即每节

课前，由一组同学分享有关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案例、寓言故

事等，要求全组成员参与，这样既能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

力，同时也增加了他们主动学习的要求和制作和讲解PPT的

能力。

在考试中，也尽量缩减客观题的分值，如将选择题、判断

题的分值控制在20-30分，不出名词解释、填空、简答等死记

硬背的题目，多出一些联系实际的题目，如计算题、案例分析

题、论述题或者画图题等。（注：这样的题目对于应用性要求

较高，可能同学们在考试中的成绩不一定太理想。）

三、结语

通过在教学课程中发现的问题，并且及时改变。在我的课

堂教学中，改变由原来的教师一言堂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的状

态， 由教师提供剧本，最终需要依靠学生们这帮演员才能演

好这场戏。在通过这些方法的融入，也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激情，课堂上低头看手机的少了，抬头互动的多了，课堂上

一脸茫然的少了， 恍然大悟的多了。在期末中也能够体现出

创新变革的效果。

（一）学生评教结果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以前的老师给学生评语到现在的双向

评价，体现出了同学对于老师的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已经

作为评价教师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本学期的针对于经济学

原理的评教中，对于老师授课的结果可以发现，学生对于老师

的授课平均分为96.57（满分98），体现出同学们对于该课程创

新改革的认可。

（二）学生成绩分析

在期末进行试卷成绩分析时，可以看出通过课堂教学改

革，同学们的普遍成绩高于往届，本学期教授的班级卷面平均

分为75.62，高于上一届的平均分（65.2）十分左右，而且挂科

率（0.3%）也远低于上一届（3.2%）。

通过课堂的表现、学生评教以及学生成绩的分析，发现通

过课程改革的深入，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通过试卷分

析还是存在着需要继续探索和改进的地方，比如数学和计算能

力的问题。以试卷第二道计算题为例，该题是计算消费者均衡

的题目，该题共12分，但是本题的平均得分仅为4.51。

《经济学原理》的教学质量通过不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的不断改革和尝试在不断的提高，而这样的改革正是基于学生

自身的情况和特点以及应用型教学的要求，通过结合课程内

容，采用多种恰当的教学方法，才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激

情，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才能培养出不脱离社会的应用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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