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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 ①

柳治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是经济类其他专业学生需要学习的课程。微观经济学是宏
观经济学以及相应专业课程的基础，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教好学好该课程才能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

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阻碍着教学质量的提升，改革课程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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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经济学被定为财经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２１世纪初，教育部把西方经济学
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依存、互为基础，两者并不存在

对立的关系，只是针对的研究领域不同，所用方法等都差不多。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微

观经济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好该课程将为以后学习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后续课程打下良好

的基础。微观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在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

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能力。

当前微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授课教师的缺乏和学校招生

规模的扩大，一般都采取大班的教学模式，课堂纪律难以保证，师生互动很难开展。第二，微观经济学涉

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教学任务繁重，部分老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整个课堂就是在“灌”［１］。第三，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光死记硬背一些结论，并做一些与理论相关的题

目，但对这些理论到底是干什么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何作用、如何利用这些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学生却甚

少关心，更不用说弄清楚。“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也要让学生“知其

所以然”，更重的是让学生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等。第四，部分年轻老师注重理论模型的推导，

数学化严重，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可接受度，进而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积极性。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课程

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提升，本文从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入手探讨改革对策，以期提升教学效果和教学

质量。

１　现有课程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
第一，教学内容多，课时偏少。微观经济学需要讲授的内容特别多。目前很多本科院校都以高鸿业

的《微观经济学》作为教学用书，该教材共有十一章，涉及的内容包括需求、供给和均衡理论，效用论，生

产论，成本论，市场结构论等，教师很难在规定的５０个（左右）课时之内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理论性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弱。微观经济学主要是对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原理的介

绍，理论性非常强，难免会有些枯燥。并且，现在讲授经济学的基本上都是年轻老师，缺少实践经验，对

一些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缺乏深刻理解，讲起理论来自身都感觉空对空，没什么依托，底气不足。学生的

主要精力也放在了看课件和记笔记上面，很少联系实际。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感觉枯燥乏味，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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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学习积极性，教师的教学热情反过来也受到了打击，教学陷入了恶性循环。

第三，研究方法多而杂。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很多，经常采用的有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法、静态

分析法和数学方法等。但在运用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能被学生所接受。像有些数学模型，数

学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就难以接受。因此，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很重要。

第四，教材的选用存在问题。国内高校使用的教材五花八门，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版的《微

观经济学》，主要阐述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思想，为西方学者所写，更有权威性；第二类是中国

学者根据自身对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并综合中国的实情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在国内得到大多数的认可

并运用；第三类是照抄别人的教材而组编形成的教材，编者对研究一些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经济学

思想的理解并不是很透彻，易误导学生，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教材质量层次比较低。

第五，考试方法单一。选择什么样的考试方式关系到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目前微观经济

学课程的考试方式主要以闭卷考试为主。微观经济学课程最终的教学目标是学以致用，现有的理论闭

卷考核方式不能真正考核到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情况。

２　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对策
第一，调整教学班级的人数规模，班人数控制在５０人左右，这有利于促进师生互动；课堂交流中，学

生可自由提问、自由发表观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当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教师上

课前要充分备课，吃透教材，吃透所要讲授的理论，才能在交流中游刃有余。

第二，教师应首先把理论讲透，再联系实际情况帮助学生理解那些枯燥的理论。微观经济学是一门

很贴近生活的科学，对消费者、生产者和商品价格等进行研究，其实就是对日常经常经历的事情进行讨

论。比如，物品的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一方发生变化时，就会影响价格的波动。教师可

联系实际生活，如夏天热就会引起对冷饮的需求增加，从而引导学生思考：需求发生变化时会影响价格

的波动，那么需求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影响需求增减的因素有哪些呢？商品的价格、收入、偏好、预期等

等是属于什么因素呢？

第三，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某些经济学理论。通过建立模型，可把一些次

要、粗糙的东西去掉，留下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事物的前因后果。现代科学

的发展越来越具体化数量化，而数学模型的建立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学中有很多数量方面的关系，

有时候数学模型可以帮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些数量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它们的真实存在性。但数学模型的

建立也要适当，对数学基础好的班级可适当多讲一些。

第四，教师应尽量采用双语教学。目前一些比较好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都是外国人写的，很多原著都

是英文版。有的用英译过来的教材，有的用国内学者组编的教材。由于翻译上的习惯和文化差异使得

那些非原版教材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学的原始概念，而这种原始概念更能体现经济学的精髓，因此教

师应该尽量采用双语教学，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和表达经济学的一些思想。

第五，建立更科学的考核体系。以高鸿业的《微观经济学》版本为例［２］，章节内容非常多，４８个课时
连课程内容都讲不完，根本没时间复习，有时学生学了前面的忘了后面的，仅通过闭卷考试很难掌握学

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应该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如可以把闭卷考试和平时的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和期中测试等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考核。

３　结语
改革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就是要在有限的课时内把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讲透，让学生易学习、

理解和掌握。对不同的专业应该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式，不仅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有全面的把握，而且要

符合其专业特征和对经济学知识的需求，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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