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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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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大学教育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有效途径。 宏观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的

一门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特征、大学生的学习现状以及当前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现实都表明了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学要求教师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专业知识教

学,并在其中有机地融入思政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坚定制度自信、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增强民

族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通过转变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
完善考核机制等途径来实现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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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

革创新,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要挖掘其

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
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 这一讲话为高校经济

类专业的教学活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实践指向。 宏

观经济学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正是“大思政”格局下

的必然要求,是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培育社会主义

建设人才的现实需要。
国内学者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价值观引

导问题早有阐述,对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实

践进行了不少探索。 赵星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

包含一定的伦理因素和价值观色彩,探索以价值观

为导向的专业教学,能够促进德育与经济学教学的

融合。[2]朱文蔚提出,只有通过重建宏观经济学的

思政教学设计,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调整课程的考

核方式,才能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最终目

标。[3]靳卫萍认为,实施课程思政,教师可以从中国

的国情出发,用专业知识讲好中国故事,揭示经济运

行的复杂性,用中国经济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经济

学理论。[4]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宏观经济

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构建具体的宏观经

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规划课程思政教学的实现

路径,从而为全面开展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实

践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体经济活动运行规律以及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社会科

学。 从课程本身的特征、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现状以

及当前教学实践来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有很大的

必要性和实施的可能性。
(一)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特征要求在教学

过程中进行合理的价值观引导
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是带有一定伦理性的,它

的基本假设前提是“经济人”。 因此,在专业知识教

学的同时,应当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

展实践,进行合理的价值观引导。 另一方面,宏观经

济学的众多内容,比如 GDP 的相关理论、失业问题、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等都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以

及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部署息息相关,很容

易嵌入教学过程中,专业理论联系中国现实,实现立

德树人、实现育人目的。
(二)大学生的学习现状需要教师进行宏观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
作为一门经管类的专业基础课,宏观经济学课

程一般在大一或者大二开设,此时大学生的经济学

理论素养还相对薄弱,缺乏对经济事件进行辩证分

析的能力,在信息飞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很容易受

到负面思想的影响[5],或者在某些问题上极端化。
因此,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进行正确的价值引领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现实要求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
实现思政教育在专业知识中的合理嵌入,实现

教书和育人的统一,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

要问题。 一方面,从教材和教学内容来讲,有些教材

·82·

［收稿日期］2021-08-21
［作者简介］楚建英,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DOI:10.16070/j.cnki.cn45-1388/g4s.2021.41.009



已经在知识体系上增加了思政内容,但往往是作为

单独一部分出现,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并没有实现

有效结合,学生不容易接受。 而且,有些宏观经济学

教材在案例分析上大都选取了国外经济发展的数据

或事件,符合中国国情的案例教学相对缺乏,这显然

不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不利于将来学以致

用。 另一方面,从教师方面来说,教师的工作是“教
书育人”,但长期以来大学专业课教师更注重对知

识的讲授,完成了“教书”,而缺乏课程思政教学意

识,忽视了“育人”,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全面育人的

教育目标。

三、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

的基本载体,要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

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6] 宏观经济学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就是在宏观经济学专业知识中

融入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向学生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
第一,要全面讲授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其适

用的前提条件,不能只讲结论而不谈条件。 要让学

生学会辩证地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分

析要有思辨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制。
第二,要结合中国国情来拓展传统宏观经济学

知识。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传统的经济学

知识并不能全面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构建符

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是当前学术界的热

点,可以组织学生参与讨论,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第三,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有重点地进

行思政教学,思政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
坚定制度自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重大国际事件面前经受

住了考验。 例如,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政府及时

防控疫情,实施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保证就业的宏观

政策,充分彰显了制度优势。 第二,培养良好的职业

道德。 经管类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往往会从事经济类

相关工作,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大

事、大局面前做出正确选择,避免误入歧途。 第三,
增强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当代

大学生正是民族振兴的主力军,培养其责任感和使

命感尤为重要。
总之,要从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寻找思政教育的

融入点,让宏观经济学不仅具有丰富的专业性和实

践性,也充分挖掘出其内在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实现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目标。

四、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现路径

(一)转变教学理念
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这是实现宏观经济学课

程思政教学目标的基础。
首先,教师要改变专业课程只传授专业知识的

观念,要在“授业”的同时恰当地传递正确的价值

观。 很多经济问题的分析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

和立场的,这就需要教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基础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摈弃简单的知识灌

输,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 教师要联系中国经济

发展的实践,运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知识具体分析

中国问题,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思辨能力,使其在

将来能够为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不要为思政而思政。 宏观经济学不同于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不能脱离专业知识在课堂上孤

立地进行思政教学,不能让思政教学成为负担。 教

师要挖掘宏观经济学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融

入专业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丰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要联系中国实际,展现中国故事,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 宏观经济学在经管类高校中开设已

久,内容体系相对完整,课程思政教学要做的就是将

思政教育融入宏观经济学专业知识讲授,将专业内

容讲透彻,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讲明白,将思政教

育讲得润物无声。 结合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的目标

和其中的思政元素,设计如下专业知识、中国实践和

思政教育的结合(表 1)。

表 1　 宏观经济学专业知识、中国实践和

课程思政的结合

专业知识 中国实践 课程思政

国民收入的

衡量以及

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 GDP 的变化

2.破除“唯 GDP” 论与

经济新常态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民族振兴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货币理论
中国移动支付的普遍

使用

培养良好的职业

道德、 健 康 的 财

富观

失业与

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后,中国失业

和通货膨胀的变化、成

因和措施分析

1.坚定制度自信

2.增强民族振兴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感

宏观经济

政策

1.乡村振兴与扶贫计划

2.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3. 新 冠 疫 情 下 的 “ 六

保”“六稳”政策

1.坚定制度自信

2.增强民族振兴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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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知识 中国实践 课程思政

经济周期与

经济增长

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科学院的讲话:自主创

新促进技术进步

2. 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

兴梦

3.十九大报告

1.坚定制度自信

2.增强民族振兴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感

　 　 (三)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
将思政教育合理融入宏观经济学教学,既达到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又不能引起学生的反感,这就
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靠“灌输”来传递思政
教育元素,而是要让学生有切实的感性认识,从内心
接受课程思政。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丰富和创新
教学手段和方法。

1.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宏观经济学内容众多,单一的讲解有时无法全

面地将这些内容展现出来。 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
充分使用多媒体和互联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通过
这些教学手段,快速地向学生展示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大量数据和经典事件,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
加深学生的印象。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中
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这两部
纪录片通过翔实的史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影像,展
示了全球视野下大国的兴衰更替、中国经济的发展
历程和民族复兴之路。 观看这些纪录片,一方面能
加深学生对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掌握,培养其对经济
问题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能让学生通过比较直观
的感受,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更加深刻地理
解党中央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丰富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就是在事件中讲好经济学原理,在事

件中传递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用中国故事增强宏观经济

学的生动性和亲和力。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做好
充分准备,分析案例发生的时代背景、前后因果,引
导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达到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
的双重目的。 例如,教师在讲解通货膨胀时,可以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通胀的经历为依托,讲明通
货膨胀的含义、成因,再通过分析中国政府的宏观政
策,坚定学生的制度自信。

第二,运用中外对比法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优势和劣势,增强学生的民族振兴责任感和使
命感。 例如,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学
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能意识到在
很多方面中国与日本还存在差距,从而增强学生的
民族振兴责任感和使命感。

　 　 3.拓展实践教学
课堂教学局限于教室有限的空间,学生对经济

问题的感知也受到一定影响。 因此,可以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拓展课堂教学,带领学生走向社会,去
感知和体验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动态[7],了解中国
经济的方方面面。 例如,教师带领学生进入企业实
地调查,调研企业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了解其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让学生对当前中国经济实力有
切实的体验感;带领学生去乡村,了解乡村振兴计划
的实践情况,感受新农村的精神风貌,从而使学生对
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实践活动可
以培养学生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为以后置身现代
化经济建设做好准备。

(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建立与课程思政相适应的考核评价体系,体现

课程思政教学的教学效果。 考核可分为两个阶段:
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

1.过程考核
过程考核成绩往往以考勤为依据,形式单一,考

核结果参考性也不大。 过程考核可以通过灵活多样
的形式,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将案例分析、专题
研究、调研报告等作为平日考核的依据,一方面能让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其学以致用的能力;另一方
面能在具体问题中嵌入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政的
教学目标。

2.期末考核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其期末考核

应以考核专业知识为主,在题目设计上应适当减少
“死记硬背”式的客观类题目,增加能够体现学生经
济学素养以及分析经济问题能力方面的考核。

总之,在考核评价体系方面应以能力考核为主,
并且在专业考核的同时恰当融入思政元素。

五、结语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 大学教育在专业课程教学
中往往更重视知识的传授,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
课堂教学上合理地融入思政元素,将中国经济发展的
历程寓于专业知识讲授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递给学生;要拓展实践教学,带领学生深入了解社会
经济的发展,培养学生的民族振兴责任感和使命感。
课程思政正是让大学教育回归到“育人”这一最终目
标的途径,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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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课程上不断挖掘育人潜力,培养适应未来的卓
越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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