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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探究式教学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改革中的应用。针对目前高校《国际经济学》的课程

教育体系存在的创新培养能力不足、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教学模式单一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将探究

式教学方法应用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改革中，通过强化问题导向、注重情境构建，重视因材施教、实

行差异化策略，融入科研研究以及健全相关机制、完善考核体系等方法，实现《国际经济学》课程的结

构性改革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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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inquiry-based teaching in the reform of the Inter-
national Economics curriculum. Aiming a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novative 
training ability, unreasonable curriculum structure setting and single teaching mode in the 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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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 curriculum education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proposed to apply the inquiry-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y strengthening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
tex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implemen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ecting the relevant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sys-
tem,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n achieve leapfro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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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环境较以往更为复杂、多样和不确定，世界形势的变

化也对高等学校课程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强化高校创新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则强调要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并着重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国际经济学》作为高等学校国际商务专业在教育部教指委指导性教学计划中的基础核心课

程，不仅对国际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对相关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有一定的课程辐射影响。

目前，《国际经济学》的课程教育体系存在创新培养能力不足、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教学模式单一等

一系列问题，无法更好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因此，亟需进行课程改革，通过课程结构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完善，更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探究式教学又称“做中学”，是指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创设一系列情境和问题，让学生通过观察、思

考、试验等方法，自主学习并掌握课程相关的原理和知识的一种方法。不同于以往普通的基于学生自学

的自主性教学方法，探究式教学法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课程在学生创造

性思维方面的塑造能力，充分挖掘和调动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1]。《国际经济学》课程包括国际贸易理

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制度、国际货币体系、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等内容，课程体系庞大且复杂，

不仅需要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强调对相关知识的运用，对教师的教授方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探

究式教学方法应用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改革中，通过强化问题导向、注重情境构建[2] [3] [4] [5]，重视

因材施教[6] [7]并融入科研研究[8] [9]，以及健全相关机制[10] [11]、完善考核体系[12] [13]等方法，实现

《国际经济学》课程结构性改革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2. 探究式教学改革的可行性 

2.1. 实施探究式教学的必要性 

《国际经济学》是国际商务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要求学生能熟练掌握课程知识并与实践相结合，

这不仅要求学生拥有对知识的理解能力，还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尤其是在我国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的背景下，更引致了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强烈需求。正如教育家杜威所说

的，教育不仅仅是要培养学生获取大量知识的能力，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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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探索和研究，实现由旧知识产生新观念的过程，因此，通过开展探究式教学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其创新能力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然选择。 

2.1.1. 高校创新培养能力不足 
创新型人才培养需要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创新工作思路，而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着对于学生的

创新培养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上还遵循着传统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的组

织上，深受赫尔巴特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过分注重理论体系和结构的周密与完备，在教学内容的选择

上则过分注重基础知识传授与基本技能训练，忽略了问题导向和任务构建对学生创造性、能动性的重要

作用，导致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较低、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不足。 
此外，就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而言，多数高校主要资源都集中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方面，没有

充足的意愿和精力将资源投入到针对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在本科生的培养中没有设

置科研创新相关的系统性学习的课程和实践，尽管部分高校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大学生科研创新训练项目，

但多数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没有深入挖掘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2.1.2. 课程教学模式单一 
《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庞大，知识体系复杂，需要教师以灵活的方式传授知识，提高学生知识的

吸收程度，但目前多数高校在课程教学方面仍存在着模式单一的问题，课程授课内容普遍集中在给定的

教材和大纲上。 
许多教师在授课上还是习惯于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给学生教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多为照本宣科，

缺乏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部分教师在教学方面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即由老师提出问题，

学生自主查找资料、学习问题的相关理论知识并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课堂上进行学生为主、教师为

辅的互动讨论等，但是缺乏对于问题和情境创设联系的把控能力，没有在国际国内前沿知识方面给予学

生一定程度的指导，使得学生很多时候只是罗列堆砌资料并重复资料中的观点，并没有深入的思考，缺

乏自主探究式的学习。除此之外，在课程体系上缺乏对学生创新实践方面的训练，没有融入科研创新和

应用实践相关的内容，与当前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还具有相当差距。 

2.2. 实施探究式教学的意义 

2.2.1. 有利于“教”“学”相长 
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改革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法能够促进“教”“学”相长。传统的教学方式侧重

于发挥教师的主体地位，且集中于提供课程理论方面的指导，而探究式教学强调教与学并重，既要求教

师提供多方面的指导，又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教师和学生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能够充分

促进“教”“学”相长。 

对于教师而言，一方面需要颠覆传统的教学观念，实现从发挥主导作用到发挥引导作用的转变，另

一方面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教学设计上。探究式教学要求教师提高对于课堂问题和情境创设的把控

能力以及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科研创新训练融入到课程内容中，更是需要教师在科

研创新方面拥有突出的能力和成果，因此，探究式教学提高了教师通过教学与科研投身于创新人才培养

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教师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升。 
对于学生而言，则需要完成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提高自身投入科研创新和应用实践研究

的积极性，注重观察现实问题的多维表现。探究式教学强化了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要求学生

不仅仅掌握课堂和教材中的知识，还要了解相关知识所属学科的前沿性和交叉性，以《国际经济学》课

程学习为例，学生不仅需要了解国际经济学相关知识和热点，还要学会将《国际经济学》课程与国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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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业其他课程内容相结合并融会贯通，这一学习过程可以促使学生发现知识的真谛并切实掌握，从而

强化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运用[14]。 

2.2.2. 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探究式教学通过强化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的深度整合，以及以科研创新培训激发学生参与科研创新

研究的积极性，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高知识素养和高技能水平的复合型人才。 
传统的课堂教学多侧重于个体学习，没有将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进行有机融合，忽视了对学生团队

协作能力的培养。探究式教学不仅要求学生通过个体学习获取知识，还要求学生组建学习小组，以团队

合作的方式完成课程任务，通过团队的分工协作和交流讨论，推动学生的互助互学、互进互辩，发挥了

个体能力和集体智慧协同的最大化效应，从而更为有效地实现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之间的适时融合。探

究式教学以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在发挥学生个体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有效提高

了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符合学习实践的发展趋势，更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探究式教学融入了科研创新相关的培训内容，挖掘学生科研创新方面的潜力，培养学生深度学习的

探究能力。传统的教学仅仅围绕课程内的知识，没有涉及科研创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内容，学生被动地

接受课堂知识，缺乏自主学习和探究地积极性，而探究式教学通过设置一系列课程体系外的科研知识和

问题，让学生基于问题探究的动力，多方寻觅答案，从而进行深度思辨和深入探索，科研创新相关的培

训则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在学术研究和创新实践层面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3. 探究式教学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改革的路径探索 

3.1. 强化问题导向，注重情境构建 

目前，高校中对于《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授多为以教师提出问题为主的问题导向式教学，虽然一

定程度上促使学生自主学习与问题相关的理论知识，但是本质上还是由教师主导，学生的思考深度不够，

无法有效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在教学方式上需要进行改变，构建以问题

为核心和载体的情境，促使学生在情境中自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发挥问题和情境的联动

作用。 
在教学的初始阶段，需要教师创设一定的情境和背景，并提供相关的案例和素材，激发学生自主发

现问题、探究问题的欲望。国际经济学领域包含多层次的内容，教师可以细化案例类别。建立不同类别、

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国际经济学的多元化课程案例，例如中国–中东欧“17 + 1”经贸合作试验区、跨

境电商综试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际经济学的热点案例，在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

易前沿等方面加强案例分析深度。此外，在构建情境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不同问题的层次性，问题解

决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讲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给学生以清晰的层次感

和不断的成就感。在创设情境后，教师需要开放时空，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探究相关的任务，

并鼓励学生开展小组合作，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问题的探究和解决，在发挥学生自主性的同时，教师

也不能完全放弃指导，适当给予学生方法上的指导，帮助学生理清探究思路、明确探究方向，随着学生

探究能力的不断提升，教师的指导也可以逐渐减少。 

3.2. 重视因材施教，实施差异化策略 

探究式教学主张学生发挥自觉能动性，在积极的认知氛围中发现问题、搜集信息、交流讨论并最终

解决问题从而将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但是不同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基础、理解能力和技能

水平各不相同，不能以“大一统”的方式机械性地实施探究式教学方式，此外，国际经济学领域包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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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众多，并非所有课程内容都适合同一种教授方式，因此在课程具体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因材施教，

对学生和课程内容实施差异化策略。 
尽管探究式教学讲究由学生主导，但由于学生的个体化差异，仍然需要教师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

上文提到在要将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相结合，为了更好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在探究式教学中可以引入

拼切式合作学习，将学生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不同的问题进行分组，学生在小组内

进行分工合作，主动发现问题并执行相应的任务。第二个阶段，具有相似任务或是相同目标的学生汇集

到一起形成新的小组，共同交流讨论、分享心得，从而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最后再回到原有的小

组进行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分享，完成组内的学习任务。拼切式合作学习进一步发挥了探究式教学法在学

生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注重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兴趣，是“研究”与“分享”的有机结

合[15]。同时，鉴于国际经济学课程相关内容较多，应当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采取

不同程度的引导。对于概念性、定义性的知识主要由教师进行讲授，例如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收支调节等等，而对于在相关课程中与实际相结合的内容，则需要学生通过案例引导进行自主探究，

提升学生将知识和实践融会贯通的水平。 

3.3. 融入科研研究，推动教研相长 

传统的课堂教学在教学内容方面多集中在教学大纲和教材中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创新

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仅仅掌握课堂相关的内容，容易使学生产生定时思维，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限制了学生的整体发展，而在探究式教学中融入科研创新相关的内容，一方面，能够

作为课堂相关内容的补充，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丰富了教学模式，以“理论学习–技能实

践–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方式充分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科研创新培训要求教师自身拥有科研方面的能力，才能够给学生提供指导，而在指导学生进行科研

创新项目的同时，教师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提升。对于学生而言，则在教师的指导

下进行了与课程相关的科研创新和应用实践的培训，提高了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技能水平。因此，在《国

际经济学》课程中融入科研创新训练，有力推动教研相长。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讲究循序渐进，通过早期科研训练、学科竞赛和自主科研项目三个环节进行

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早期科研训练由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了解国际经济学

相关的前沿思想和方法，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并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建立项目小组进行

讨论交流和分析论证。科研创新还需要和实践应用相匹配，应通过产教融合指导学生进行学科竞赛、科

研实践方面的训练，在学生具有一定科研创新能力后，鼓励其主导进行科研创新项目的研究，并通过校

企合作创建科研基地，进一步培养学生将科研创新同实践应用相结合的能力。 

3.4. 引导多方参与，健全相关机制 

实施探究式教学需要教师对实践基地、相关案例的充分了解，这就要求教师在前期进行深入调研，

学生也需要进行充分的问题调研，而有效调研需要以充足的时间、精力与跨部门协同为保障，同时还要

得到相应资金支持，而目前国内高校许多教师缺乏广泛的社会联系面，难以得到相关机构和企业的充分

配合，而缺乏充足的资金保障更是限制教师和学生进行调研的一大障碍。因此，实施探究性教学的重要

前提是拥有相关体制机制的保障。 
建立探究式教学资源投入的长效机制，首先需要确定完整的投入目标体系。以多元化投入为方向，

以吸引社会第三方参与的资金投入为重点，通过引导多方参与构建探究式教学的多渠道投入体系，实现

教学管理部门的资源投入稳定增长、教师的时间投入持续增长、社会资金投入大幅增长，确保探究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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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需要的各方投入逐步增加。探究式教学还需要实现教师资源投入和学生资源投入的有机结合。要实

现教师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科研的相结合，不仅需要教师参与到调研中，还需要鼓励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和

实地调研观察社会现象、深入思考并确定科研创新主体，因此，还应当为学生的前期调研提供经费的支

持。探究式教学离不开多方参与的合作体系，因此，应当构建跨组织协同的资源投入模式，加强跨组织

协同作用，强化校企合作，确保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资源协同投入，从而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和网络信息化的趋势下，还应探索国际合作培养模式，对国际经济学进行针对性的国际化课

程改革，例如邀请国外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学术交流讲座，共同编写国际经济学相关教材，共同给予学生

科研学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指导等等。 

3.5. 完善考核体系，优化评估标准 

探究式教学在教学方式上有了改进，在考核评价上也应当有所体现，只有建立与教学模式相对应的

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才能体现探究式教学全过程的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实现探究式教学在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以及教师的专业发展两方面的作用。探究式教学课程评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教师的教

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水平，而是为了查漏补缺，通过发现和改进不足来提升教师和学生各方面的技能水

平，因此，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和学生的学习评价标准均应当进行改变。 
对于教师的教学评价要采取多样化的评估标准。以往对于教师的教学评价均采用学生评教以及结合

学生成绩的方式进行，较为片面，应用探究式教学方式后，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应由他评主体转向他评和

自评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并增加探究式教学在教师工作评价中的权重，对于探究式教学效果优秀、成果

突出的教师采取一定程度的奖励。对于学生的学习成果评价也要采取多元的评价标准，摒弃以往只注重

期末成绩的评价方式，淡化分数观念，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在评价主体上由单一的教师评价转向教师、

学生本人、同学等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评价方式上采取非正式和正式评价相结合。非正式评价贯穿课程

学习的始终，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予以充分肯定；正式评价即为课程的综

合评价，包括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其中，平时考核成绩进行新设计，平时分数为探究问题报

告考核成绩、发表论文和学生科研的奖励分数和期末考核成绩的总和。学生研讨报告和案例的质量作为

平时考核的重要部分，根据研讨的深度及效果给予分数；鼓励学生进行学生科研，给予一定的科研考核

加分；鼓励学生提炼学习和深入思考的成果，发表学术论文，对于发表论文的同学，在综合考核成绩方

面给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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