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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践探讨
——以湖南工程学院为例

邓志英 1　黄　毅 2

（1. 湖南工程学院	经济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1104	）

[ 摘　要 ]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主要体现在将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探索适

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的同时，融入思政教育，旨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通过发放问

卷调查以及教学实践，从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及意义、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思政效果的影响因

素、思政融入方式、课程思政评价指标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是必要的，课程思

政元素丰富，教师多采取案例法、互动式与时事政治相结合方式，将课程思政考核纳入平时与期末考试当

中，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 关键词 ]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元素；教学与考核；教学评价

[ 中图分类号 ] G641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5-3283(2022)09-0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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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of the western economics curriculum is mainly embodied in combining 
the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ploring the economic 
theory suitable for the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ing the thought and politics education 
to aim at training the socialist constructors and successors who can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western economics curriculum in the aim and significa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wa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tegr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is 
curriculum.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 is necessary,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rich, teachers often take the case method, interactive and current 
affairs politics to combine,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sessment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ordinary time 
and the final examination,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is paper tri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western economics curriculum .
Key Words:Western Economic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Teaching 
Evaluation 

自 2014 年起 , 上海市在教育部指导下 , 率先开展

“课程思政”试点工作，多地高校也开展课程思政教

育，一些课程被作为示范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西方

经济学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

学，包含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对湖南工程学院西方经

济学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进行调查，从课程思政的目的及

意义、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思政效果的影响因素、思

政融入方式、课程思政教育评价等几个方面探讨西方经

济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具体情况，为西方经济学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调查对象主要为大一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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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经管类专业学生以及西方经济学任课

教师，发放问卷 452 份，其中向学生发放 442 份，向教

师发放 10 份，回收 452 份，有效率 100%，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及意义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

现实之需，也是培育新时代人才的需要 [1]。通过调查，

34.51% 的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融入思政教育很有

必要，48.67%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83.18% 的学生认为

融入思政教育是必要的。课程思政在各高校及各专业试

点建设多年，有 49.34% 的学生能够区别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但是仍有 50.66% 的学生不能区分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课程思政教育的影响与

实施力度仍有待于加强，学校必须从思想上重视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大力宣传课程思政教育，积极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教师积极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扩大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的影响，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的前提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

背景，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基于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

体制，并且以完全理性、完全出清与完全信息作为假设

前提，强调在此背景下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

体，因此，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时，掌握经济运行的

主要规律及基本分析方法，在分析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

时，必须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制度进行整理、融合与升

华，灵活处理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专业课教师用坚定的

信念、高尚的情操、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仁爱之心去教

育、引领、指导学生 [2]。经过调查：通过西方经济学融

入思政教育，93.14%的学生认为可以形成正确的三观，

89.82% 的学生认为可以提高职业道德素养，87.61% 的

学生认为可以培育爱国主义情怀，69.69% 的学生认为

可以提升学习动力，76.33% 的学生认为可以有助于完

善人格，75.66% 的学生认为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

教育，可以深刻感受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

立民族自豪感。

可以看出，依照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以及课程的

性质，西方经济学融入思政教育是完全必要的。西方经

济学课程思政教育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职

业道德素养、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完善人格、提升学习

动力有较大的帮助，学生能够领悟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3]。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内容的挖掘应基于学生的学习

需求以及时代发展对西方经济学课程、课程思政建设

工作所提出的要求 [4]。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将供求弹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

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国民收入理论、

AD-AS 模型、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宏观经济

政策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生、

法治、生态、和谐与协调发展、节俭、公民纳税等融合

起来。在讲授理论的同时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统文化、生态与环保融入经济理论当中。通过

调查：73.45% 的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可以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59.07%的学生认为可以融入传统文化，

71.9% 的学生认为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79.87% 的

学生认为可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职业素养，87.5%

的学生认为通过课程思政可以树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和谐

发展观。如讲解消费与储蓄时，强调节俭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同时也要强调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

用，因此，居民应该合理消费与储蓄。讲解生产函数

时，古典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但是通过

技术创新，生产函数可以实现规模报酬不变，甚至递

增，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学校选用的尹敬东的《中级宏

观经济学》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做了调整，对经济

理论讲解后，结合中国的实情增加相关内容，比如经济

增长部分，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转型，探讨中国经济增长

奇迹的原因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与源泉。教师在讲解

失业时，分析奥肯定律为什么在中国失灵。讲解宏观经

济政策时，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等。

				西方经济学包含的思政元素很多，必须将经济理论分

成不同的模块，将每一模块所包含的思政元素在教学大

纲及考试大纲中体现出来，形成书面文字，教师在讲解

专业理论的同时自然地融入这些思政内容，久而久之，

这些内容融入专业理论，成为经济理论的一部分，通过

不断地教与学，逐渐地深入人心，达到课程思政的教育

教学目的。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效果的影响因素

	 	 	 	 	课程思政在很多高校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教师

及学生对于课程思政有了一定的认识，95% 以上的学

生认为课程思政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通过调查，仅

21.68%的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师经常融入思政教育，

69.25%的学生认为教师偶尔融入思政教育。可以看出，

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对自身帮助很大。

有关影响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效果的因素，

67.27% 的学生认为学生自身也应加强和重视思政教育

的学习。课程思政教学只有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

才能起到良好效果。

学校应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大力宣传课程思政，形

成课程思政之风，将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纳入教师绩效

考核以及管理部门的工作业绩评定中，定期或不定期进

行检查，学校从上到下加大建设力度，形成长效机制。

教师必须在思想上重视课程思政教学，积极参与课程思

政建设与开发，必须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养，提高课程

思政的教育教学能力，不断挖掘思政元素，找到最佳融

入点，以最自然、最恰当的方式融入思政元素，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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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学习，才能达

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四、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的融入途径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如何在兼顾专业理论和思政目

标的前提下组织教学，设计整个教学过程，合理安排

教学内容与形式，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非常重要 [5]。

就目前阶段，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师主要通过课堂讲授

的方式融入课程思政，形式比较随意，没有形成固定模

式，不同的教师讲授同一课程融入的思政内容有所差

异，方法也有所差异，基本取决于教师个人的理解。关

于课程思政融入过程的调查，36.28% 的学生认为每节

课课前提炼思政内容，学生通过自我探究，形成自己的

思想，75.66% 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讲授专业理论穿插性

地讲一些思政内容，60.84% 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讲完专

业理论后，结合知识点总结思政内容效果比较好。可以

看出，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全过程是有必要的，课前，

通过预习，挖掘思政元素；课中，通过教师的讲解，加

深对思政内容的理解；课后，通过教师的总结，形成核

心思想，不断内化成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课内与课

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起来效果更好。教师从教学手段

实施、课程教学平台和教学软硬件使用等多方面调动学

生主动性 [6]，将专业理论学习资料与思政内容上传至网

络平台，学生学习专业理论的同时重温一遍思政内容，

这样进一步巩固教学效果，耳闻目染，印象深刻。

关于课程思政融入方式的调查，34.07% 的学生认

为传统讲授是有必要的，58.98% 的学生认为通过社会

实践教学的方式体现出来，72.35% 的学生认为通过案

例教学效果较好，47.35% 的学生认为通过成功人士的

讲座效果比较好，65.93% 的学生认为通过形式多样的

互动方式，74.34% 的学生认为与时事政治、经济政策

相结合，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方式很

多，其中案例法、互动法以及与时事政治相结合的方式

更容易使学生接受。比如讲解 GDP 的时候，反映中国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体现民族自豪感与自

信心。通过案例分析，将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时事政

治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理论的同时，深化对

思政教育的理解。

五、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指标

目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没有得到及时反

馈，很大程度是因为缺乏系统的课程思政考核与评价体

系。重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是提高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就现有的文献，较少学者涉及课

程思政评价体系研究，有学者提出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

评价模型，有学者从几个维度建立评价体系，有学者提

出从教学团队、教学管理、教学特色、教学研究 4 个指

标构建指标体系 [7]。在评价主体上，大多认为将教学管

理者、教学督导、任课教师与学生相结合起来，形成综

合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在评价方式上，34.07% 的学生

认为将课程思政内容纳入课程考核的一部分，通过期末

卷面成绩体现出来，60% 的学生认为通过学生互评的方

式给日常行为规范打分，40% 的学生认为由教师对学

生思政教育进行评价，还有 13.05% 的学生认为课程思

政不好评价，难以量化。可以看出，课程思政考核必须

出台考核评价标准，评分标准必须能够量化，可操作性

强，而不是主观给出分数。比如，在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方面，教师要求学生课前对专业理论进行预习的同时挖

掘思政元素，把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出勤率、平时作业、

课堂表现、课程论文等一些指标一样作为平时成绩的考

核指标，并且规定各自权重，打出平时成绩。其次，通

过期末卷面考试，规定课程思政部分占 20% 的比重，

通过不同的题型体现出来，比如判断失业者收入的损失

就是国民收入的损失，从思政角度说明了什么，又比

如，经济学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从思政角度说明了

什么。

六、结语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育符合新时代人才培养需

求，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教师必须从思

想上重视课程思政，学生也应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积

极学习与挖掘课程思政内容，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生态与环保融入经济理论。教师

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养，提高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能力，

不断改革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方式，多采用案例法、互动

法将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及时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创

新课程思政考核方式，将思政元素纳入平时成绩，将其

与出勤率、平时作业、课堂表现等其他指标一样作为平

时成绩的考核内容。期末测试规定课程思政内容占一

定的比重，通过不同的题型检验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理

解。出台操作性强，容易量化的课程思政教学考核评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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