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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推进经济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发挥课程育人功能以培养“经世济民”

人才的必然要求。通过扎根本土讲好中国故事、博古通今挖掘历史瑰宝、中西对比凸显制度优势、放眼

全球思考时代大变局，挖掘经济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联系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学生正确

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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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in higher education, promoting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cours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35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359
https://www.hanspub.org/


崔美龄 
 

 

DOI: 10.12677/ae.2023.135359 2293 教育进展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urses so as to cultivate talents who “benefit the people from the 
economic world”. By taking root in local area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excavating historical 
treasures with extensive knowledge, highlight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inking about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time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we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conomics courses, relate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and shape students’ correct world outlook, values and out-
look on life, while building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nomics, to realize the guidance and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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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1]，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教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而探索课程思政的方法与模式成为高等

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信息时代，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肩负着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道德

情操和价值取向的责任，只有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结合[2]，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缘事析理的能力，

成为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栋梁。新形势下，思政建设倡导“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3]，在专业课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在课程教

学中挖掘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联，并将其融入课程教学的环节，促进学生构建正确的思想

观念，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推进经济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发挥课程育人功能以培养“经世

济民”人才的必然要求。尽管经济学理论与内容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中国经济制度和国情以及所倡导

的价值观念存在一定偏差，但认清其学科体系并通过扎根本土讲好中国故事、博古通今挖掘历史瑰宝、

中西对比凸显制度优势、放眼全球思考时代大变局，挖掘经济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联系中国国情、

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2. 经济学原理课程特征与思政的必要性 

2.1. 经济学原理课程特征与培养目标 

当前高校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多为西方经济学，涵盖了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生

产最优组合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国民收入理论、IS-LM 理论、AS-AD 理论等理论知识体系，整体来看

是一门理论体系较完整、逻辑较清晰严密的社会科学。通过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掌握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分析方法，熟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认识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作用及其局限，从而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政府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从而

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市场经济运行存在问题的能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35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崔美龄 
 

 

DOI: 10.12677/ae.2023.135359 2294 教育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一方面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

实际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亟需提升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的话语权，那么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需要，具有较强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能力的专业人才的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当前

高等教育经济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2.2. 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大多数高校均已开设经济学类专业类课程，

但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被认为是“舶来品”，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学科几乎是按照西方学科

体系复制和构建的[4]。然而，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并以此为基

础制定经济政策的学科，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5] [6]。同时，经济学的假定人都

是自私的、欲望是无限的，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基本的理论假定和倡导的

价值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和倡导的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经济学中推崇的完全自由市场在

现实世界中基本不存在，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有较大的差异与矛盾。因而，高校的

经济学课程引入思想政策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结合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来看，即存在可取之处，也存在诸多不足，那么在其教学中需要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的方法论对学生进行引导，尤其是当课程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矛盾与冲突时，需要

进行辩证式思政教育，在理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认识其成立的条件与局限性以提高其科学素养，

并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

观和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思政教育目标。 

3. 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推进经济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发挥课程育人功能以培养“经世

济民”人才的必然要求，对于经济学原理课程而言，教学中课程相关思政元素挖掘将成为课程思政的

关键。 
1) 扎根本土讲好中国故事。实践是检验科学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

长为经济学理论的检验提供了大量素材，这将促进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学的教育

需要立足中国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规律，这不仅有助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经济

学科体系，也是推动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需要。 
联系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的成就和经验，挖掘新材料、发现

新问题，讲好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辉煌故事，尤其是体现党和国家在重大经济实践上的进展与突破，讲好

改革开放的故事，讲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国理政的故事，讲好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从西方的经济理论中汲取有益的、适用的成分，用辩证

的思想揭示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规律，结合中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创新经济理论，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 中西对比凸显制度优势。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势需要在中西对比中不断明

晰，而这部分内容可以融入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如在宏观经济学市场失灵部分，可以通过中西国家

在干预市场以实现精准扶贫等方面的对比分析，阐明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其优越性，

从而凸显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基础建设、科技发展、

民生改善、社会服务、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通过一系列的中西对比产生碰撞从而形成强

烈反差，激发学生对国内经济学界正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热烈讨论的关注，从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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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认识其不足，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那

么就有必要对经济学原理进行扩展从而自成一套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这也顺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通过中西对比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阐明构建中国话语

体系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博古通今挖掘历史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众多经济思想，挖掘和提炼经济思想能够彰显文

化自信，这将成为经济学原理课程中思政元素的重要来源之一[7]。尽管当前高等教育中讲授的经济学理

论多起源于西方，但中国的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如《管子·奢靡》一文中就系统阐述

了民众的消费对生产的重要影响，提出当农业歉收导致民众消费不足时，朝廷可以通过兴土木、修宫殿

等投资方式拉动就业，增加政府消费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稳定。此外，管子探讨商品流通规律形成轻

重之术的思想，认为商品“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则“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主张

政府主动干预以调控市场、稳定民生，其中包含的经济思想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一方面从经

济学科的形成过程挖掘相关因素，尤其是深入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能够鼓励学生了解

中国经济的辉煌历史，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认识主导经济学科发展所必须

具备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引导学生思考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从而转向对中国经济学科未

来发展的思考。 
4) 放眼全球思考时代大变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中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我们需要放眼全球思考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分析国际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

响及应对策略。例如，从国际市场产业分工视角探讨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原理及其根本原因，从市场

供求理论视角分析俄乌冲突对国际粮食供求的冲击及国内粮食安全的影响，从国际贸易理论视角探讨美

国货币政策调整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及长期效应等。在全球性视角下，利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国际时事

热点，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实质，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目标和责任感。与此同时，放眼全球思

考时代大变局，了解中国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面临的挑战和韧性，认识中国在处理国际冲突和

危机中的智慧和谋略，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利用全局性的观念与方式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认识全球格局下中国发展的不易，从而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伟大目标

和责任担当。 

4. 课程思政的融入与教学设计 

在经济学原理课程教学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是课程思政的关键，而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产生协同效应

的重点是结合课程内容合理的进行教学设计。 
1) 结合课程具体内容融入思政元素。在大学教育中，课程思政不应该是为了思政而思政，而应该注

重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结合课程理论的教学选择课程思政元素，让专业理论成为思政教育的载体，

让课程思政丝滑的融合到大学教育之中，这个过程需要教师结合课程内容合理开展教学设计。例如讲解

“公平与效率”时引入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创举，讲解市场失灵时剖析供给侧

改革过程中政府调控市场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典型案例，等等。结合课程具体内容，将思政元素融入

高等教育理论知识学习的各环节，力求自然、顺畅、不显突兀，实现专业理论知识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的目标。 
2) 运用经济理论点评时事热点。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十分关心，运用经济学理论在课堂教学中分

析和点评时事热点，是学生了解现实问题的重要切入口，能够帮助学生打开思想、引导其理解枯燥的经

济理论，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开拓学生的视野和认知。例如结合国际贸易理论探讨美

国货币政策调整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及长期效应，利用市场供求理论分析俄乌冲突对国际粮食供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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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及国内粮食安全的影响，等等。利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点评时事热点，能够启发学生结合理论利用

全局性的观念与方式去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实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

的责任感。 
3) 翻转课堂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翻转课堂鼓励学生亲身参与，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主

观能动性，有助于锻炼思考能力从而提升学习效率。例如为了认识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课程教学不再

采用平铺直叙地方式讲授，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让学生主导，收集、整理市场有效与失灵的相关案例资

料，并介绍政府干预的一般方式及可能存在的政府失灵现象，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启发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以加深理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留下深刻影响。翻转课堂的方式能够让学生利用课余广

泛阅读、收集资料并进行对比分析，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能够激发学生主动的深入思考，并在讲授的过程

中充分互动、交流，十分有助于提升课程思政的教育效果与学生的学习效率。 

5. 结语 

在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推进经济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充分认识到经济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

价值，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土壤，是发挥课程育人功能以培养“经世济民”人才的必

然要求。为了做好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教育，教师需要将社会经验引入课堂案例，通过扎根本土讲好中

国故事、博古通今挖掘历史瑰宝、中西对比凸显制度优势、放眼全球思考时代大变局，充分挖掘经济学

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在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始终保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心，通过统筹课程设计、创新教学

方式、理论紧密结合现实，在教学中坚持用中国经济伟大实践鞭策学生，用伟大的改革人物激励学生，

协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将民族复兴的时

代重任传递给学生，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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