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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微观经济学”教改实践，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系统的经济学思维模

式，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面对“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在案例的选取和编写、

完善案例研讨制度、合理分配教学课时、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和完善教学设施等方面进行改进，可以进一步提升“微观经

济学”案例教学的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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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这门课程概念和模型较多，为使学生对教科书上的图

表和公式感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普遍采用案例教学法，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更易于理解，从而提

高该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但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共性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１　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目前，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收到了一定

的教学效果。但在实际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措施和环节，使得案例教学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

的体现。经过几年的教学探索与实践，笔者总结了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１．１　案例选择缺乏科学性
教学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教学案例质量的高低对案例教学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真

正适用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高质量、本土化案例数量较少，且更新速度慢，在教学中使用的案例大部

分来源于国外的经济学教材，而这些案例是依据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编写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

有很大的差距，学生“水土不服”，难以理解消化和吸收运用，削弱了案例教学的效果。例如，在讲到“经

济资源稀缺性”时，许多教科书中直接引入“黄油与大炮”的案例［１］，但“黄油”这种商品对于中国学生

来说比较陌生，因而加大了学生接受理解经济学含义的难度。

１．２　教师研究开发案例的积极性受限
科研成果是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而案例研发需耗费任课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

不计入科研成果［２］；因此，教师缺乏案例研发的动力，导致课堂教学中直接引用国外的案例、过时的案

例等现象时有发生，加上部分教师缺乏企业实战经验，案例教学枯燥空乏，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钻研热情，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效果。

１．３　学时分配不尽合理
据资料统计，高校大部分经管类专业的微观经济学只有４０课时，在课时紧迫的情况下，面对该课程

内容多、图表多、模型多的情况，在实际教学中很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照本宣科地讲授经济理论知

识，仅以简单举例子的方式来代替案例教学，课堂枯燥乏味，不便于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另一种是过于依

赖案例教学，有时案例分析占据了大量的理论课时，直接冲击了理论教学学时，两者课时比例失衡，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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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整体教学效果。

１．４　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不高
大部分专业微观经济学课程是在大一下学期开设，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一方面，他们已经习惯了高

中“灌输式”的被动教学方式，这种学习模式已经固化到了学生的学习习惯中，而另一方面，案例教学则又

要求学生主动参与案例分析，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科学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使得学生学习模式和思维方

式产生冲突，教师很难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案例教学的预期效果。

１．５　案例教学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在实施过程中，案例教学对基础设施是有特殊要求的：一方面，案例教学的教学环境最好是半圆形

或马蹄形教室，而高校教室通常是方形结构，桌椅固定，虽然教师可以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但和学生之间

不能形成良好互动；另一方面，案例教学的辅助设施，如移动白板、活动挂布、学生铭牌［２］等很少能全部

配备到位，缺乏案例教学的基础条件。

２　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改进对策
２．１　加强案例库建设

案例的选取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完善。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借鉴和提炼国外的经典

案例，选取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经典案例，并根据我国国情进行适当改编，确保这些案例能准确地解释国

内现实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要收集和编写本土化案例，案例的选择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经济学热点、难点问题。优质案例库的建成必将促使学生更加容易地运用经济理论知识分

析现实经济问题。

２．２　完善案例研讨制度
案例教学是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不可缺少的教学方法，相关院校应出台系列制度，鼓励教师案例研

讨、开发、创新、分享。同时要对微观经济学专业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如参加国内案例教学研讨班、与兄

弟院校进行交流等，更要鼓励教师到企业开展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将实践经验恰如其分地运用

到案例教学中，从而着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２．３　合理分配教学课时
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案例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运用。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应真正掌

握以理论教学为主、案例教学为辅的节奏和方法，换句话说，教师要把握好课时分布，严格控制案例教学

课时（原则上案例教学学时不超过总学时的１／４［３］），这样既能让学生充分了解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掌
握微观经济学基础知识，又能运用自如，学以致用。

２．４　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如要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学生主动参与配合。案例教学要求学生做一个积极的学习者，既

要积极学习经济知识，关注身边的经济现象，又要求学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转变成“主动”，逐渐形成

一种经济思维。做好了案例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学生才能全面参与到案例讨论中来，并最终真正能运

用所学经济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２．５　完善教学基础设施
为了案例教学的顺利实施，应建立配套的案例讨论室和案例教室，教室的形状最好是半圆形、无台

阶，教师和学生站在同一个平台且能在教室内自由移动，以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

用板书、软板、幻灯机、活动挂布等各种辅助设施，完善案例教学基础设施建设，为案例教学创设良好教

学环境。

３　结语
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在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但在实际中还存在一系列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和创新，以提升案例教学法在微

观经济学教学中的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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