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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流本科教育是高校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保障，一流的本科教育离不开课程质量的提高。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依托云南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发展经济学》课程，探索了一流课程建设下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改革与

实践。本课程采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包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分组讨论教学、科研与教学实践

相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教学以及有效利用网络教学资源等。这些措施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

们的学习动力和能力发展。同时，该课程还构建了多样性与过程性考核机制，实现了教学与考核的分离。

期末考试成绩、课堂笔记成绩、课堂参与成绩以及分组讨论成绩等多样的考核方式能够全面评估学生的

学习过程、参与度和团队合作能力。实施结果显示，该课程的教学与考核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课堂活跃度大幅提高，考核成绩显著提高，同时学生对这种多元化考核体系给予了较

好的评价和认可。这表明该教学改革措施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动力和能力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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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universities to train first-class 
talents.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curriculum 
quality. In this context, relying on the course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economics major of 
Yunn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s major un-
der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This course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including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group discussion teaching,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teaching and ef-
fective use of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These measures are aimed at stimulating students’ in-
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ir motivation and ability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rse also constructs the diversity and process assessment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separation 
of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 variety of assessment methods, such as midterm test scores, class 
notes, score bars, and group discussion scores, can comprehensively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engagement, and teamwork.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measures 
of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of this course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e students’ learn-
ing initiative and classroom activity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ir assessment resul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have given better evaluation and 
recognition to this diversified assessment system.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meas-
ure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bi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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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教育必须把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1]。不仅如此，教高[2019] 8 号文件《教育部关于一流本

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经过三年左右时间，建成万门左右国家级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简称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这意味着在本科教育中开展课程改革有着迫切的需求。因此，根据

总书记的指示和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在本科教育中开展课程改革和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是必要且急需开

展的。通过提升课程的质量和内容，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3]  [4]。 
“一流课程建设”是指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学校进行的一项

重要工作。它旨在通过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学生。

一流课程建设的目标是与时俱进地设计和开发课程，以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使学生具备应对

未来挑战和变化的能力 [5]  [6]  [7]  [8]  [9]。它不仅关注学科知识的传授，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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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等综合素质。 

2. 发展经济学的地位与归属 

发展经济学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长期以来在承袭主流经济学教学方法

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传统的教学模式 [3]。在学术领域中，发展经济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位和归属呈

现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学被广泛认可为一门主要的经济学学科 [10]  [11]。这是因为发展

经济学能够提供适用于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工具和方法，以协助国家和地区制定经济政策并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在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较低，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相对成熟稳定，

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宏观经济、金融和国际经济等领域。全球范围内，发展经济学的地位和归属仍需进

一步巩固，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

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科 [2]。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

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狭义的发展经济学，是指我们通常所论及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分支

的发展经济学。它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数年，兴起于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50、60 年

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关注贫困、失业、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增

长和发展的机制，探索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繁荣。通过了解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政府和决策者可

以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这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

就业机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发展经济学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他们理

解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机会，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式和驱动力，发展经济学可以提供对

投资决策、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的指导，促进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该学科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如宏观

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有所不同，它更侧重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问题，因此也

被称为“应用经济学”。 
 

 
Figure 1. Teaching reform implementation diagram 
图 1. 教学改革实施示意图 

 
发展经济学的归属有很多争议，因为它涉及到各种学科和领域。一些人认为，发展经济学应该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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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领域，因为它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和贫困问题。发展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更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如何促进这些地区的增长和发展。另一些人则认为，发

展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环境学、心理学等多个

学科领域。这些人认为，发展经济学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学科和领域的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发展

问题。 
发展经济学是高校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一门相对较新的前沿课程，由于其内容随着现实社会经济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所以，与其他经济学课程相比较，要求教学模式能适应这种变化。对现有课程进行

评估，了解其优势和不足之处。同时，进行课程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学生需求分析，以确定课程改革的方

向和目标。根据课程评估和需求分析的结果，确定课程改革的目标和理念。包括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培养创新能力、促进实践与应用导向等。根据改革目标和理念，设计新的课程架构和内容。涉及重新组

织课程结构、引入新的课程模块或领域、更新课程内容和教材，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过程见图 1。 

3. 发展经济学课程改革方向 

3.1. 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 

为了克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并避免纯粹的理论演绎和现象描述，任课教师在教授发展经济学

的一般原理时，需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入手。在探索这些实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时，教

师应引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的讲解过程中，不应过于强调数学推导和证明

过程，而应集中研究模型的前提条件、结论和政策含义。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运用这些理论模型解

释现实经济问题，并验证这些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这种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以及抽象概念

与具体情境的融合。一方面，运用理论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利用实际问题来理解、验证和

评价理论 [2]。 

3.2. 增强教师教学能力 

为提升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与能力，应采取多种综合性措施。具体而言：首先，应提供支持，使任

课教师能够参加高水平的教育教学培训，以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规律，汲取教学经验，提高其对西方经

济学课程教学的认知水平与理解能力。其次，应发挥教研室与课程组的团队作用，建立互帮互助平台，

通过集体讨论、集体备课等形式深化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优化教学设计，精炼教学细节，激发课堂教学

潜力。第三，应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借助竞赛的引导作用来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最

后，任课教师应主动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熟练掌握新型教学手段，

并因地制宜地推行混合式教学改革，着力推动课堂革命，切实将传统课堂转化为激发思维碰撞、启迪智

慧的互动场景 [12]。 

3.3. 科研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以授课教师承担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科研项目为基础，定期为学生举办本课程科技前沿专题讲座。在

上一学年中，本课程共举办了 4 次科技前沿报告，主要涵盖教师在 SSCI 发表的论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等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涉及数字经济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研究与实

证分析、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复杂度的研究。通过科技前沿的介绍，学生能够

深入了解课本知识，熟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掌握运用课本基本理论的方法。此举旨在拓宽学生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认知视野，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认识到发展经济学拥有广阔的研究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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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实践效果 

4.1. 学生知识与理解的提升 

一个成功的发展经济学课程设计应该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概念，并理解经济发展和增长

的关键驱动因素。例如，学生可以学习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发展政策的影响以及不同

国家发展路径的比较等。这些知识和理解的提升可以通过学生的考试成绩、论文质量和课堂讨论的参与

度等来评估。 

4.2. 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 

发展经济学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和技巧的应用，因此一个好的课程设计应该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证研究

能力。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学生可以学会收集和处理数据、运用经

济学工具进行分析，并形成独立的研究和政策报告。这种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学生的研究报告

质量和独立研究项目的成果来评估。 

4.3. 政策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升 

发展经济学课程设计应该能够培养学生的政策思维和分析能力，使他们能够理解和评估发展政策的

效果和影响。通过案例研究和政策分析，学生可以学会运用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结果，对具体的发展

政策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这种政策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学生的政策报告和课

堂讨论表现来评估。 
举一个例子，本学期发展经济学课程设计了一个小组项目，要求学生研究某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学生分析了该国的贸易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教育和技能发展等方面的数据和

实证研究，结合相关理论和概念，评估了该国的发展政策的效果和挑战。学生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包括改进教育系统、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和促进创新等。通过这个项目，学生不仅提升了对经济发展问题

的理解，还培养了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能力。评估该实践的效果可以考察学生的研究报告的质量、政

策建议的可行性和深度，以及他们在课堂讨论中对其他团队项目的评价和分析能力。同时，可以通过学

生的反馈和课程评估来了解他们对该项目的学习体验和知识提升的感受。 

5. 总结 

在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开展发展经济学系统教学改革与实践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10]  [13]  [14]  [15]  
 [16]。采取以下教学改革措施可以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参与度，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和能力发展。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可以结合在线教育平台和传统面对面教学，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提供教学资源和互动机会，

增加学生的学习灵活性和便捷性。分组讨论教学将学生分组进行小组讨论，鼓励他们分享观点、提出问

题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科研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能够鼓励学生参与实际经济研

究项目或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中，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实际案

例分析教学通过引入真实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培养他们的分析思维和综合应用能

力。网络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本课程提供丰富的教学材料、学术文献和案例分析，帮助学生进行自主

学习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发展，可以构建多样性与过程性考核机制，实

现教学与考核的分离。过程性与多样性考核方式可以包括期中考试成绩、课堂笔记成绩、积分条成绩和

分组讨论成绩等，这些方式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习过程、参与度和团队合作能力。实施结果表明，

该课程教学与考核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课堂活跃度大幅提高，考核成绩有所

提升，同时学生对这种多元化考核体系给予了较好的评价和认可。这表明该教学改革措施能够有效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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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动力和能力发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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