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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能力培育的“西方经济学”

课程教学体系重构与实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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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切入点，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标，在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
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重构本科生“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将改革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活动进

行检验，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教学效果，发现改革方案确实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而

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情感，达到培育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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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要求：“推动教育创

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把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创

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

因此，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既是时代

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应有

之义。如何将这一精神贯穿到每一门课程的教学

当中，则是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方向。

“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教育部规定的高等

院校经管类核心专业基础课之一，在经济管理类

专业课程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教学质

量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其对

学生的分析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解决问题

的能力、实践创造能力等创新能力的培育将直接

影响经管类人才的培养质量。但目前“西方经济

学”教学普遍性地存在内容求全求深、过程理论

讲解有余而联系实际不足的问题，导致很多学生

觉得“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庞杂、理论深奥，与

现实距离太远，学习积极性不高，更谈不上培育创

新能力了。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

如何通过合理的教学体系重构，在教学内容、教学

组织、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相应改革，以期

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进而提升他们的

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是“西方经济

学”课程教学体系改革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

１　“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存在的主
要问题

１．１　教学手段单一，不能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

基本都采用“讲授－接受”型教学模式［１］，其特点

是“老师讲、学生听”，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

的“满堂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很少有师

生之间的互动，更谈不上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

批判、去探索问题［２］。教学“满堂灌”的后果是，

学生认为老师讲的不过是书本上的东西，“枯燥

乏味、学而无用”，听不听无所谓，课后自己也能

看懂，因而上课没有积极性，并逐渐产生厌学情

绪。学生的厌学情绪往往反馈给老师负面信息，

老师觉得不管自己认真与否，对学生来说似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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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久而久之，会演化出“学生厌学、教师厌教”

的双重厌倦心理，使得课堂教学变成老师照本宣

科和学生疲于应付、思维停滞的过程。由于学生

缺乏思考和探索，难以激发创新意识，导致在学习

完“西方经济学”后，对相关知识并不真正理解，

更无法运用相关理论去发现、分析并解决相关

问题。

１．２　理论实践脱节，不能培育学生创新能力
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如果不能将相

关理论嵌入到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中进行阐释，学

生理解起来就会困难重重。

首先，“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由于其

固有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与我国的社会现实之间

存在一定的非一致性。例如，“西方经济学”的主

流思维往往强调国家的非干预性，要实现“市场

自由”，可我国目前政府干预还比较明显，国有企

业也占有相当大比重，但却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

最快的国家之一，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现象？如

果不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贯穿这一“疑问”

让学生去求解，就会让学生觉得理论与我国现实

之间偏差太大，从而失去探求兴趣。

其次，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

的内容还是２０世纪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其主要解析的是 ２０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
活［２］。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以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为特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引领的

新一轮工业革命，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这种改变，不仅会改变企业、居民等微

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治理方式。

如果教师仍然拘泥于教材，不能将这些“新生事

物”调整到教学内容当中去，就不能很好地引导

学生运用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

最后，很多教师把“西方经济学”教学设计为

“纯理论课”，没有设计实践教学环节，进一步拉

开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事实上，“西方经

济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例如，“西方经

济学”关于需求和供给是如何影响稀缺资源的均

衡价格，就能在政府运用价格变动规律来制定相

应的价格政策、企业运用价格弹性来制定相应的

价格策略等实践活动中得到较好体现，如果能够

设计好其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对相关知识的

理解与运用就会得到显著提升。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讲解上，

既要考虑国情，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合理引申阐

释，才能使理论打上现实的印迹，同时还要合理设

计教学实践环节，最大限度提升学生运用理论解

释现实、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１．３　考核方式老套，不能体现学生创新思维
当前，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选择单

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核方式虽然

可以较为全面地考核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

程度，但难以准确反映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方面，由于教师往往按事先拟定的“标准

答案”阅卷和评定成绩，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

案的追求容易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

境［３］，排斥求异性、创新性意识与做法，最后演化

为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记忆能力的考

核，学生们往往像高中学习阶段一样，通过寻找合

适的“参考资料”（有的教师甚至指定参考书）进

行“刷题”来追求考试的高分数。虽然试卷中也

可能有个别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对学生来说由于

分值占比不高显得无关紧要，也就不能合理测度

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也会使教师

难以在课程考核过程中获得主动权［４］。由于讲

授同一门课程的不同教师一般要求使用同一套试

卷，结果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能循规蹈矩，以向

学生灌输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等知识点让他们通

过考试不“挂科”为己任，教师个人的创造性教学

难以有效施展和发挥。久而久之，很多教师便满

足于简单的理论讲解，觉得这样既“轻松省事”，

又符合教学要求，可以多年不要备课、更新教学内

容，而学校、学生“满意度”还挺高，何乐而不为？

最终懈怠于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导致培养出

来的人才创新能力不够、综合素质欠佳，并逐渐形

成“学生认为教师水平差、教师认为学生能力差”

的恶性循环。

２　“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改革设计
２．１　教学内容改革设计

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模块化”与“内

容拓展”两个方面。

首先，将教学内容模块化设计，对“西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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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学内容进行重组。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

内容划分为价格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

市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理论、国

民经济核算理论、产品和货币市场一般均衡理论、

总需求－总供给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
周期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开放与国际收支理

论、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等１３个模块化教学单元。
不同的模块对应不同的教学目的，根据教师研究

专长和兴趣，聘请不同的教师（组）授课。在教学

过程中，要求每个教师（组）根据相关教学模块，

设计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强化经济学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及训练，使他们

通过案例学习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

其次，“内容拓展”主要反映“两条主线”：一

是国情，二是时代变化。例如，在讲解价格理论模

块时，要求教师（组）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价

格“双轨制”相关内容并进行分析；在讲解消费者

理论模块时，要求教师（组）分析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消费者决策；在讲解生产者理论模块时，要求教

师（组）介绍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的生产决策方式

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虚拟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及

其对生产者决策的影响；在讲解失业与通货膨胀

理论模块时，要求教师（组）与学生一起探讨我国

高等教育与大学生“就业难”之间的关系等等。

通过“内容拓展”，可以使学生更具对现实的认知

能力，因而也更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

于拓展内容的安排，一般由模块化教学单元的教

师（组）共同设计，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

更新。

２．２　教学环节改革设计
实践教学环节是激发出学生新的认识，引导

他们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理论，形成创新能力的重

要途径［５］，因此，“西方经济学”教学环节改革的

核心是强化实践教学。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有

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第二课堂、现实模拟课堂、名

家课堂等形式构建校内实践体系；二是利用湘潭

园区多及经管类毕业生创业多的优势，加强与产

业园区、毕业生之间的联系，以园区企业与校友企

业为依托，通过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方式，引

导学生到社会企事业单位参观、学习、实习等，构

建校外实践体系。表１列举了我们部分实践教学
环节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实践教学的重点是建

立校内、校外两个渠道，引导学生深度关注经济理

论和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营造一种激励学

生探求科学结论的求索精神。

表１　“西方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举例

教学模块 实践教学内容 教学模块 实践教学内容

价格理论
帮助政府制定液化气、自来水、高速公

路等的价格政策

国民经济核算

理论

与市统计局进行合作教学，让学生了解

市年度 ＧＤＰ、ＧＮＰ等指标核算过程与

方法

消费者理论

帮助某“贫困生”在“收入”、学校食堂

商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消

费安排，实现效用最大化

产品和货币市场

一般均衡理论

以网络为主要方式进行调研，分析我国

货币供给的基本规律及其合理性；我国

未能实施利率市场化的原因等

生产者理论

市场理论

组织学生参观１～２家企业；要求帮助

企业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通过成本分析

和收益分析，了解企业在不同市场条件

下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

失业与通货膨胀

理论

将学生进行分组，了解湖南科技大学大

四学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

以论文的形式提出应对之策

经济周期与可持续

发展理论

组织学生对湘潭钢铁产业进行调研，分

析经济周期如何影响钢铁产业发展

一般均衡理论

微观经济政策理论

组织教师或校外专家进行学术讲座。

讲座内容要有吸引力，例如“是富人还

是穷人推高了我国的房价”等

经济开放与国际

收支理论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

结合实际，通过论文形式来说明在金融

危机影响下，我国目前采取的宏观经济

政策的目的、反映的经济学原理与效果

２．３　教学方法改革设计
在优化理论教学中的导读、讲授、提问、答疑、

讨论等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重点在教学过程中强

化了案例教学法与“研究性教学法”。

首先，生动有趣、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

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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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效

果与创新能力。因此，对应不同的教学模块，我们

设计了政府对鸡蛋的补贴弊端、牛奶为什么倒入

下水道、是穷人幸福还是富人幸福、宝石和水的矛

盾、“幸福方程式”与“阿 Ｑ精神”、让顾客自行定
价的鞋城老板、旅行社在旅游淡季如何经营、福特

公司产量的安排、养育孩子的成本、麦当劳连锁店

的折扣券、一个最需要作广告宣传的市场、向富人

征税只会使富人少富而不会使穷人变富等近２００
个教学案例。对这些教学案例，我们会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不断进行更新，建成“动态案例库”，并

在较为成熟的时候上传到网络上，供学生在课余

学习时参考，以满足学生探究式学习的需要。

其次，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学

生把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与学习中注入

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

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

途径［６］。我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西方经

济学”的“科教融合”：一是尽可能安排教师（组）

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相关的知识模块，并组织有

兴趣的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二是鼓励教师（组）

指导学生积极申报各类创新项目，如大学生科研

创新计划（ＳＲＩＰ）、创新创业大赛与节能减排大赛
等项目。

２．４　考核方式改革设计
按照“教师主导、注重过程、突出能力”的原

则，全面改革“西方经济学”的考核方式。教师主

导，就是改变要求不同的授课教师使用同一套试

卷的做法，容许教师根据自身的教学要求、特点，

采取闭卷、开卷、课程论文、研究报告、课题成果等

不同的考核方式，使教师掌握对学生考核的主动

权。注重过程，就是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

将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比例由原来的３０％提
升到５０％，重点考查学生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实
践教学、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

等绩效。突出能力就是通过适当增加时事经济分

析、经济问题剖析、试卷中的材料分析题比重等方

式，对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

问题的能力进行考核，主要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

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

来对他们进行创新能力评判。

３　“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实践
评估

３．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２０１５与

２０１６年入学的本科学生，专业涵盖经济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财务管理４个本科专业，为
了便于比较，以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两个专业

的学生共２００个样本单位（２０１５与２０１６年分别
１００名学生）为实验组，以会计学、财务管理的学
生共２００个样本单位（２０１５与 ２０１６年分别 １００
名学生）为对照组。对实验组的学生，我们采取

了改革后的方案进行教学；而对照组的学生，我们

仍然采取传统方式为主进行教学，只在案例教学

等少量环节采取了改革后的教学方式，主要目的

在于分析改革方案对学生创新能力培育的效果。

３．２　改革实践结果评估
这里主要采取主客观综合评价法对改革实践

结果进行评估。主要指标包括五个方面：学生参

与实践教学环节的绩效评价结果（指标一）、学生

对课程创新能力培育的评价结果（指标二）、学生

创新能力提升测试结果（指标三）、学生评教分数

（指标四）、期末考试成绩（指标五）。

指标一主要包括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次数、教

师或联合教学单位或实习基地对该生实践创新能

力的评价等内容；指标二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形

式，了解学生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后，认为

该课程对其创新能力培育的评价；指标三主要通过

“西方经济学”开课前与课程结束后两次学生创新

能力测试，分析“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学生创

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指标四来自学校教务系统，为

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教师）的网络测

评；指标五为期末卷面考试成绩。每个指标赋予相

同的权重（２０％），分值之和为１００分。
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设定：若五个方面赋分

合计低于６０分，学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为“低”；
若五个方面赋分合计介于６０分与８０分之间，学
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为“中”；若五个方面赋分合

计高于 ８０分，学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为“高”。
表２列出了测评结果的频数分布情况，可以看出，
实验组的学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低”为２．５％、
“中”为７６％、“高”为２１．５％，对照组的学生创新
能力综合评价“低”为 １．５％、“中”为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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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１１％，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表２　创新能力综合得分频数分布表

创新能力综合得分
实验组

频数 频率／％

对照组

频数 频率／％

６０以下（低） ５ ２．５ ３ １．５

６０～８０（中） １５２ ７６．０ １７５ ８７．５

８０以上（高） ４３ ２１．５ ２２ １１．０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

革对学生创新能力培育的状况，下面对调查数据

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具体见表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各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基本上都在均值的３倍标准差范围内，说明调查
数据的质量较好，分布较为均衡。同时也发现，实

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两者的样本数据之间存在

一定的差异，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是否

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还需要进行统计检验，下

面分别对综合能力和各个单项能力进行检验。设

定显著性水平为５％，由于是大样本，采用正态检
验，检验结果见表４。

表３　“西方经济学”课程对学生创新能力培育状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指标一

实验组 对照组

指标二

实验组 对照组

指标三

实验组 对照组

指标四

实验组 对照组

指标五

实验组 对照组

合计

实验组 对照组

均值 ８８．７３ ８５．４９ ８５．３６ ８１．５４ ７９．６７ ７７．３３ ９３．５６ ９４．７１ ８３．５４ ８１．２２ ８６．１７ ８４．０６

中位数 ８８．００ ８５．００ ８３．００ ８２．００ ７９．００ ７７．００ ９５．００ ９２．００ ７９．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４．６３ ８３．１９

标准差 ８．５７ ５．７９ ８．４３ ７．７５ １２．２４ １０．８１ ８．６４ ６．９３ １１．５７ １３．３９ ７．５５ ６．９７

最小值 ７８．００ ８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１．００ ６７．００ ８８．００ ９０．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３．００ ５７．３４ ５５．４７

最大值 ９６．００ ９４．００ ９１．００ ８７．００ ８５．００ ８６．００ ９９．００ ９９．００ ９３．００ ９５．００ ９３．６７ ９４．１３

表４　统计检验结果

检验指标 零假设（５％显著性水平） 检验结果 结论

综合创新能力 没有显著提高 拒绝零假设（Ｚ＝２．９０４０２） 综合创新能力有显著提高

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环节的绩效评价 没有显著提高 拒绝零假设（Ｚ＝４．４３０２７９） 绩效评价有显著提高

学生对课程创新能力培育的评价 没有显著提高 拒绝零假设（Ｚ＝４．７１７７１４） 学生的评价有显著提高

学生创新能力测试结果 没有显著提升 拒绝零假设（Ｚ＝２．０２６４７３） 学生创新能力有显著提升

学生评教分数 没有显著提高 接受零假设（Ｚ＝－１．４６８３７） 学生评教分数没有显著提高

期末考试成绩 没有显著提高 拒绝零假设（Ｚ＝１．８５４０５２） 期末考试成绩有显著提高

　　从表４可以看出，通过课程教学改革，从总体
情况来看，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有显著性提高；从

单项能力来看，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环节的绩效评

价、学生对课程创新能力培育的评价、学生创新能

力测评、期末考试成绩都有了显著性提高，但学生

的评教分数没有提高，这可能是由于学生在评教

过程中还会考虑其他非创新能力培养因素，例如，

少量学生因为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对新的教学

方式显得不太适应，认为新教学方法导致一定的

“压抑感”，因而在进行教学评价时给出的评教分

数并不高。

３．３　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试验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问题。

例如：１）理论教学环节与实践教学环节的结合问
题。一些任课老师指出，目前采取的是理论教学

环节与实践教学环节交叉进行方式，也就是理论

课讲授到某部分内容时，安排相对应的实践教学，

这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其实有些不同理论的实践

教学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有必要进行优化

整合。２）理论教学环节与实践教学环节的师资
安排问题。目前理论教学环节与实践教学环节的

教师是同一的，有的教师认为可以设置专门的实

践课老师，由他们负主要责任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理论课老师只需要参与并辅助他们，这样既可以

使实践教学更“专业化”，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

理论课老师“两手都要抓”的压力。３）网络资源
教学的利用问题。目前的改革过程还没有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因而一定程度上使教学进程显得较

为“繁琐”，通过网络互动，将部分教学内容放到

网上由学生自学，既可以减少课堂讲授内容，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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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进一步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经济问题的能力［７］。

总之，虽然改革总体上较为成功，但不论是教

学内容、教学环节，还是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在

细节上都有进一步优化的需要，这些都是以后改

进的方向。

４　结语
传统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西方经济学”

课程教学演绎成枯燥的理论知识灌输，导致师生都

疲于应付，极大地窒息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难以

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通过深

入剖析当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偏离学生创新

能力培育目标的原因，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对本科生“西方经济

学”课程教学体系进行重构。实践表明，相关改革

确实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完善学生的知识

结构，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

及创新情感，达到培育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当

然，任何教学改革举措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只有

怀着“永远在路上”的改革精神，不断改进“西方经

济学”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才能取得更好的教

学效果，才能培育出更具创新能力的大学生，更好

地实现经管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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