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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以往环境科学专业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根据课题式教学法的基本思路，围绕

教学目标构建了便于系统学习和研究选题的理论教学体系。经过在两轮课程教学中的调查和改革实践，

逐步形成了提升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模式。通过推进课题式教学，学生不断以兴趣为导向关注实际问题，

积极参与课堂学习和讨论，自主探究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的应用，完成了主题多样、内容丰富的研究课

题。本研究为环境科学及其他专业学科交叉类课程的开设与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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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ourses for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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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onmental science majors in the past,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the basic idea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centered around the teaching objec-
tives and convenient for systematic learning and research topic selection.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form practice in two rounds of course teaching, a cultivation model for improving students’ 
research ability had gradually been formed. Through promoting project-based teaching, students 
had continuously focused on actual problems oriented by interest,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lass-
room learning and discussions, independently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methods, and completed research projects with diverse themes and rich cont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form of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other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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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环境经济学以环境科学和经济学原理为

基础研究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途径，具有知识覆盖面广、实际应用性强等显著特点[1] [2]，但由

于其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归属于经济学学科，相关课程通常开设在经济学专业，教学对象已具备一定的

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大多数教材和教学内容更加偏向理论研究与模型分析，对于环境科学

专业本科学生而言较为枯燥且过于深奥，不仅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不利于从实践层面培养学

生利用经济学规律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因此，在“新工科” + “新文科”建设发展背景下，环境科学

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亟需转变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为培养多学科背景的综合型生态文明建设人才

奠定基础，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教学改革提供思路。 
为提升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已有相关教学改革研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措施[3]-[9]：1) 设置经

济学理论教学部分，例如，讲授与课程相关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推荐辅助资料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济

学思维模式，认识环境经济学研究热点等；2) 增强学生对实际问题的体验感，即通过视频资料、实验模

拟、现场调研和生活体验，感受解决实际问题的迫切性，以及方法工具的实际使用；3) 提升学生学习的

参与感，即在传统讲授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增加课堂气氛和学生学习兴趣，

鼓励学生参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研究项目，由此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其中，日本名古屋大学环

境经济学研究科创新采用了“临床”式教学模式，由学生亲临校外现场通过调研、座谈等方式发现实际

问题，然后诊断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该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实际问题，培养了学

生主动学习的习惯和社会责任感[10]。 
然而，在实际教学改革中却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首先，经济学理论教学部分的难度应根据学生

经济学思维基础及学习能力确定，而培养经济学思维不能仅依靠课堂时间，与生活经验和课后训练也息

息相关。第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是环境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关键[11]，然而目前鲜有研究根据环境科学

专业本科生的特点，考虑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从满足应用需求的角度开展教学内容改革。虽然李云燕

将环境经济学教学内容总结为环境经济系统理论、基本方法和研究前沿进展三个层面，并对各层面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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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做出了界定，但其教学内容适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环境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2]。第三，

在提升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尽管包括互动讨论和案例教学等方法在内的问题导向性教学模式

比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具有优势，却无法较好地满足学生对基本原理和理论知识进行系统学习的需求[13]。
此外，在课程实验实践教学中，还存在着实践教学内容不完善、开展过程待规范、实践教学课时不足等

问题[14]。 
由此可见，为了提升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学习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效果，需根据学生专业基础背景系

统构建难度适中的课程体系，并围绕学生学习兴趣，寻求加深理解理论知识的实践参与模式。因此，在

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中可采用将教学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课题式教学法”，即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将

教学内容划分层次，进行理论部分的讲解并将理论应用衍生成课题，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主动学习知

识、讨论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措施的过程开展课题研究，由此巩固理论知识及其运用[15] [16] [17] [18]。
针对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探索实现课题式教学法的教学改革过程中，应重点完成以下两项任务：

一是构建面向教学目标的理论教学体系，包括分层次的教学模块和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两部分；二是

通过实施教学改革过程，探究培养学生自主推进课题选题、设计与研究能力的途径，从而完善与理论教

学体系契合的实践环节。 

2. 面向教学目标构建课题式教学的理论体系 

本课程是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中的专业选修课，旨在指导学生结合经济学思维与

方法扩展分析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并形成综合关注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关系的生态责任意识。经济

学的本质在于优化配置稀缺资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环境系统的自然

资源供给与污染容纳功能在排他性、竞争性方面与其他物品存在差异，因而导致开发利用过程中容易产

生外部性，即社会成本高于私人成本或社会效益高于私人效益的现象，从而造成市场失灵降低了资源配

置效率。为了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效率，首先，需要将外部性内在化，为此应掌握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

的基本思路，并确定承担社会成本或创造社会效益的主体；然后，在进一步衡量社会成本或效益时应量

化环境资源价值，其中，价值的评估与市场机制、环境资源利用管理方式具有直接关联，同时资源在环

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流动过程中应遵循物质平衡理论，而政府的资源管理政策则对资源开发规模、利用

方式产生关键影响；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在于关注社会成本与效益的公平分配，也应关注环境治理、

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其他环境不公正现象；最终，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及其所影响的环境系

统状态，可由社会经济指标及生态环境指标之间的变化关系在宏观上进行呈现[19] [20] [21]。 
因此，围绕课程教学目标可将课程主要内容划分为五个教学模块：1) 环境经济政策；2) 环境价值评

估；3) 环境资源的利用与管理；4)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5) 环境公正。为了更好地学习以上教

学模块的内容，学生需要通过经济学理论部分理解市场与政府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功能，以及市场

失灵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体涉及内容包括：从个体、贸易到宏观政策的基本经济学原理；市场运

行机制与经济效率理论；物品分类与外部性理论等，其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需根据学生经济学基础灵活

调整。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各模块之间的关联如图 1 所示，贯穿了个体行为与社会福利、市场效率与政府

决策、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等不同尺度、不同体系的研究主体，贴合教学目标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教学体

系。 

3. 探索与理论体系相对应的课题式教学实践 

由于《环境经济学》课程设置在第四学期，学生此前暂未接触环境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课程，

为了确保课题式教学法的顺利进行，本次教学改革分为两阶段逐步展开。第一阶段为 2021~2022 学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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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system and content correlation 
图 1. 理论教学体系及内容关联图 

 
二学期，教学对象为 2020 级选课学生，主要目的为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和接受程度，并通过课题

研讨的方式初步探究课题式教学法的实施条件。第二阶段为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对象为 2021
级选课学生，此阶段将根据上一阶段中发现的问题深化课题式教学的具体过程。 

3.1. 第一阶段：以主题研讨方式初探课题式教学法的实施条件 

本阶段在课堂理论讲解和案例讨论的基础上，从教学模块中衍生了四项研讨主题：环境经济政策的

制定与实践、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应用、资源利用与循环经济案例分析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以基于研讨主题自行组队选题研究并汇报的方式开展期末考查，以此发现学生在课题自主研究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课程结束后，对全班 56 名学生展开了关于教学过程和效果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50
份，调查分析如下。 

3.1.1. 教学过程 
“想了解环境科学如何与经济学相结合”是学生选修该课程的主要目的，超半数的被调查学生对所

有教学内容表现出了学习兴趣，其中，学生最感兴趣的两个教学模块是环境价值评估和环境公正，对经

济学理论部分的兴趣相对更低，原因可能在于学生对相关内容接触较少，但却是采用经济学思维认识和

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是课程学习的必要内容。 
在被调查学生中，90%的学生认为课程教学内容丰富；80%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总体难易程度适中，

也有 18%的学生表示课程有点难；70%的学生依旧赞成传统的教学方式，即“课堂以理论讲解为主，融

入案例分析与讨论”。在四次课堂案例讨论中，被调查学生对讨论主题的印象深刻程度由深到浅依次为：

环境价值评估、外部性与环境经济政策、环境公正、自然资源的利用；50%的被调查学生表示积极参与

了课堂讨论，28%的被调查学生认为自己的表现不积极，剩余 22%的学生对自己的表现并不确定，后两

者学生中，84%的学生均表示会和同学讨论案例但不愿当众表达观点，其原因可能在于不自信、课堂氛

围较为严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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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应该分组完成该课程的期末考查，考查形式依选择比例从高到低排列为：主

题汇报、调研并形成报告、辩论、论文、开卷考试，选择闭卷考试的学生人数仅占总调查人数的 4%。因

此，86%的学生认同并支持本轮课程分组汇报研讨主题的考查方式，并表示文献分析、调研过程、汇报

演练是最需要任课教师指导的三个环节。 

3.1.2. 教学效果 
经自主选题开展主题研讨，全班 56 名同学共完成 11 个期末小组汇报。其中，有 5 个小组探讨“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主题，但均主要以描述现状的方式展示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及环境

保护举措，鲜有数据及其指标关系的深入分析；将“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和“资源利用与循环

经济案例分析”作为汇报主题的小组分别有 3 个，涉及环境保护税费政策、废弃物管理政策和产业发展

中自然资源与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内容。虽然环境价值评估是学生最感兴趣的学习内容，但是并没有

小组以其方法的应用为主题开展研究汇报，可能是该主题研究需包括文献整理、实地调研、数据获取和

处理分析等多个实践环节，实施过程较长、工作量较大，从课堂学习到期末课堂汇报并没有充足的准备

时间。 
通过课程学习与考查，认为对环境经济学及其研究领域有了一定认识的学生占被调查人数的 74%，

认为会基于经济学原理解释日常生活行为、在实施环境行为时会考虑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学生分别占被调

查人数的 58%和 50%。在五个教学模块涉及的相关主题中，相较于具有宏观性的环境经济政策、区域环

境治理等主题，被调查学生表示日后将更多地持续关注环境资源的价值和再生资源与废弃物的利用。 

3.2. 第二阶段：根据初探成果深入实施课题式教学法 

根据第一阶段呈现的问题，第二阶段教学改革应采取以下调整思路：针对学生经济学基础薄弱且对

理论学习兴趣较低的现象，该部分仍将以线下教学为主导，且应根据学生经济学思维基础调整相关部分

的重点与难度；为了营造更加轻松活跃且有效沟通的课堂氛围，应设置适于课堂讨论的选课人数，细化

问题循序渐进引导讨论，并改善鼓励措施增加发言人数；在教学过程中需持续提出和征集与理论相关联

的环境问题，激发学生围绕兴趣探索实践的热情，并强化选题能力，同时应重视对学生文献分析等前期

环节的指导，在期末考查前留出充足的研究时间。具体措施及实施过程如下。 

3.2.1. 摸查学生学习基础，调整经济学理论教学难度 
本次开课前通过网络匿名方式，对限制人数后选修该课的 35 名学生开展了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在日

常生活学习中对资源配置、成本效益及市场行为等的看法。结果显示，学生对“资源稀缺引起权衡取舍”

的认识较为有限，其行为决策更多地关注直接收益与直接成本，对市场机制的了解仅限于供求关系影响

价格，对政府政策将产生宏观影响的理解并不深入。因此，在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应详细讲解经济学基

本原理，降低市场运行机制与经济效率理论的学习难度，更加重视学生对基础概念的掌握。 

3.2.2. 逐步培养研究思维，以需求导向强化分析能力 
从理论学习延伸到研究思维形成的关键在于掌握对问题的分析能力，而课堂案例讨论为此提供了机

会。在本次教学中，35 名同学被分为 8 个小组参与课堂案例讨论。在每次案例讨论前，首先由教师解析

案例主题与理论的关联，细化问题的分析框架。例如，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应用案例中，引导学生先聚

焦环境影响的来源与程度、判断影响产生环境效益还是损害、根据其呈现形式形成价值评估思路，并依

据理论选定价值评估方法，从而探讨采用该方法需具备的条件。然后，打破小组界线基于分析框架逐个

解决问题，期间采用获得平时分的方式激励各小组分享讨论结果，并对已有发言提出补充、质疑，营造

轻松自主的讨论氛围。最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寻求改善措施。例如，在以上案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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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继续提问：应如何降低研究区的环境影响？环境经济政策在此如何发挥作用？是否已经有相关政策、

效果如何？等等。不仅使学生结合实际认识环境价值评估的作用与意义，将本部分与环境经济政策等其

他模块内容联系起来，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问题溯源的思考习惯，提升了对实际问题的关注程度。课堂

讨论有效带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据统计，在全部案例讨论中，有 60%的学生主动发言，其中有两次案

例讨论的小组参与率达到了 100%。 

3.2.3. 优化考查指导方式，全过程协助学生完成课题 
为了支持学生在兴趣指引下更顺利地推进课题研究，本次教学改革通过介绍课题研究方法、持续推

荐热点选题、加强研究设计指导、丰富讨论交流方式等措施，形成了系统提升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模式。

其中，课题研究方法主要介绍文献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具体包括文献的检索、阅读、分析以及数据获

取和方法应用等。在教学中不断引入与理论相关联的热点环境问题，并于各模块教学结束后整理公布在

雨课堂论坛，鼓励学生跟帖补充。在全部教学内容结束后，各小组将在研究设计环节通过课堂汇报的方

式展示选题、研究思路与方法，由任课教师和其他小组同学提出完善建议，由此增强各小组及不同课题

之间的交流。实施过程发现，平均每项课题研究设计收到 3 条来自其他小组的优化建议，而对因研究条

件受限无法开展的应用研究，教师及时提出的调整建议，均提升了课题的可行性。最后，为了留有充分

的时间展开课题研究，根据该学期教学周次安排，各组在汇报研究设计的八周后提交研究报告，其间任

课老师通过课程微信群、企业微信和线下互动的方式答疑与提供指导。 
经过第二阶段教学改革措施的实施，35 名学生根据研究兴趣自由组成了 10 个小组，提交的研究报

告涵盖了全部教学模块，且研究主题各不相同。其中，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价值评估模块的课题数量最

多，分别有 3 项，其次是环境公正模块的课题 2 项，其余两个模块的课题各 1 项。从研究形式上看，实

证应用类研究比例高达 40%，其余 6 项文献研究中，以解决热点问题进行资料整理的研究为 4 项，以已

有研究为基础整理进展、方法和展望的综述研究为 2 项，分别占所有研究报告的 40%和 20%。与第一阶

段主题研讨汇报相比，此次课题研究形式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充实，技术方法的实际应用比例有明显提

升，学生较好地将条件价值评估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等技术方法，应用在了解决实际问题之中。 

4. 总结与展望 

为了优化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的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本研究经过两阶段的调查和教学改革，

逐步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开展课题式教学的课程理论与实践体系，具体成果如下： 
第一，构建了基于课程教学目标的理论教学体系。研究结合课程教学目标与内容，形成了五个独立

但互有关联的教学模块，并依此界定了经济学理论部分的基础教学内容。不仅可以满足环境科学专业本

科生系统学习环境经济学课程的需求，而且为学生开展课题研究的选题提供了方向。 
第二，探索了通过案例分析增强研究思维的途径。从限制选课人数、自由补充发言、优化鼓励措施

等方面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沟通氛围，通过梳理问题分析框架、回答关键提问、追溯问题源头和寻求改

善措施等环节引导学生展开案例讨论，由此培养学生在课题研究中的系统性思维，并关注与理论关联的

实际问题。 
第三，形成了全面提升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模式。在课程教学中，将学习课题研究方法、总结热点

研究选题、共同完善研究设计、答疑指导研究过程等各环节有机贯穿起来，既使得课题研究贴合理论内

容与实践需求，又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研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课题完成质量。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每学年仅开设一次环境经

济学课程，且改革过程中的问卷调查和各环节推行均有一定的时间成本，本研究暂未实施线上线下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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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学方式。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考虑通过慕课、课后探讨等形式，探究适合学生课后自主学习

的内容，以此在课堂有限时间内更好地学习教学重点，也有助于深入交流各教学模块中涉及的实际环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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