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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经济学课程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和很多非经管专业的选修课,与日常经济

生活联系密切,本文拟从“学”与“习”的辩证关系出发,以课程思政建设为载体,探究西方经济学的学

习过程中,课程思政如何让学生从“学”(理论学习)到“习”(实践活动)顺利转变,实现以学促习,以习善

学,活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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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 elective course for many non-economic management major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daily 

economic life. Starting from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how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an make students smoothly change from 

"learning" (theoretical learning) to "practic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order to promote practicing by learning, improve learning by practicing, and activat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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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是高等院校

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和很多非经管专

业的选修课,与日常经济生活联系密切。

而在教学过程中恰到好处地有机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对于培育学生正确经济观

尤为关键。在课程中加入思想政治建设,

一方面,能够让科研更占主导的学校氛

围逐渐偏向科研和教学并重,让老师回

归了教学本质,回应了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中怎样培养人才和为谁培养人才等根

本性问题,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

面,是“立德树人”,这是思政教育的中

心环节,即把思政教育融入进“三全育

人”,学生在此指导下进行实践,终身学

习,并将“显性”知识传授和“隐性”思

想教育相结合,即学生在课堂上所进行

的经济学理论的学习为显性教育,而课

程中的思政知识点则作为隐性教育指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真正实现理论

指导实践。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文献研

究可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是,课程思政内

涵和拓展研究,为依托专业课和通识课,

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 终实现立德育

人(高燕,2017；邱仁富,2018)；二是,

课程思政路径探索,为加强顶层设计、完

善课程资源开发、课程相互协同、实现

知行合一等方法(邱伟光,2017；李国

娟,2017)；三是,相关问题研究,包括老

师系列科研成果和相关的教学模式创新

研究(高德毅和宗爱东,2017)；四是,课

程思政目标研究(吴月齐,2018；余江涛

等,2018；杨涵,2018)。 

本文拟从“学”与“习”的辩证关

系出发,以课程思政建设为载体,探究西

方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课程思政如何

让学生从“学”(理论学习)到“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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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顺利转变,实现以学促习,以习

善学,活化学习。 

1 课程思政中的“活化”机制

分析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对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这两大主体、以及对具体内涵和

深刻本质两大内容和立德育人一大目标

的内在规定,决定了开展课程思政,绝不

是“喊口号”工程,而是新时代对全体教

育工作者新增的一门“必修课”。课程思

政的“活化”作用,具体就是专业课程蕴

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可概括为以下两

个方面： 

一方面,专业知识本身就有可能具

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和深刻的家国情怀等,

比如现在大多数高校所使用地西方经济

学教材多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地高校教材

直译过来的,教材中地案例和分析总会

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而将其中的问题

和故事运用到我国的时候,由于我国所

存在的特殊国情与不同于西方的环境,

也导致存在了一定偏差,所以这时候就

需要引入课程思政内容,在借鉴西方国

家优秀经验的同时,也要辩证看待现在

所使用教材和所教授理论；另一方面,

教师和课程组也要不断地进行研讨和学

习,并结合当前热点时事,在已有思政元

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开发。由此,

专业教材和课程内容应与时俱进,教师在

知识传授中应注重主流价值观引领。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

“课程”加“思政”,更不是在所有的专

业课程中生搬硬套的讲授思政内容,这

样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感,德育内容与

专业知识两者之间应该是有机融合、统

筹发展。所以教师在施教地过程中,应由

表及里、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引导学

生能够够好地理解我国的社会制度表格

里城并正确地认识我国现阶段所取得的

成就。而课程思政的“活化”作用就是

要能够更好地找准关键、突出重点,让学

生形成符合所学课程的科学精神和研究

态度,成为人格健全、品行端正的人。 

2 重要影响 

西方经济学地课程思政,一方面,能

偶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读书

的目的在于明理,所以在经济学知识传

授的过程中,适当地融入思政教育,可以

有效的帮助学生正确地去理解生活中的

一些经济现象,比如为什么我国的核心

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相

较于其他城市要高上不少,为什么影视

明星、歌星的报酬如此丰厚等。具体看,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基础理论叫做

“理性人假设”,如果教师仅仅是照本宣

科,仅仅对这个理论按照书本上所写地

进行枯燥单调地传授,那么这不仅仅让

老师的存在失去意义,更将很有可能将

学生引入错误的思想领域,比如过分追

求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利益,导致

在以后的工作中缺乏团队合作意识,过

分强调自我,或者因过分看中个人荣辱

而去损坏他人的利益；就比如教师在授

课时可通过介绍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时,

可以让同学们在课后观看电影《美丽心

灵》,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

解这一理论,而来可以有效地对学生进

行思想引导,双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

做出的选择往往并不是利益 大化的选

择,学会合作共赢,追求共同的利益才是

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加入课程思政教育将有

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经济学研

究的前提就是理性人假设,比如由于存

在资本主义的背景,西方经济学就会强

调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利益

的 大化,并将其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

我们应该知道过分追求经济理论 大化,

往往会忽略公平,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存

在的根源性问题,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的发展成果应由人民共享,这应该才是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另外在现在日常生

活中,各种借贷软件层出不穷,不断诱惑

着学生去进行跨时期消费,有许多学生

因为自制能力不足,而从此深陷网贷的

深渊。虽然,在西方经济学中认为,跨时

期消费能够实现效用的 大化,但是跨

时期消费往往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

理性的消费者追求的应该是各期效用总

和的 大化,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其效

用 大化。再比如,在疫情期间,有许多

的企业在背后默默地进行捐赠,而有些

企业却在生产假疫苗、假口罩,一味地追

求利润 大化,甚至因此做出一些危害

社会的行为,这都是需要被摒弃的。 

3 教学反馈 

(1)在实施考核多元化后,学生参加

各类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在平时组织的

辩论中,同学们能够自由的展示自己的

想法,正如林同学所说：“上了王老师的

中级微观和中级宏观课程后,摆脱了以

往仅仅是机械的背诵课后习题的无效学

习,在课上不仅能够自由的表达我自己

的想法,还能听到其他同学的不同想法,

拓宽了我的思维。” 

(2)学生们能够有效的将所学的经

济学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解读

国家发布的各种经济政策,并能够灵活

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处理一些身边的实际

事务。正如李同学所说：“通过学习王老

师的中级微观和中级宏观课程,我现在

已经能够对理解明白大部分经济政策出

台的原因,甚至对一些小的经济政策有

了自己的看法”。 

(3)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实现“知行合

一”和“学思结合”,并且他们在未来选

择工作和考研过程中也会更少的趋向金

钱,而是更加强调集体的利益,整体的利

益高于给人,倾向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

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忧国家之所忧,解

国家之所需,愿意为国家贡献出属于自

己的一份力量,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也不

再盲从,会更有针对性的对自己所需要

的方面进行补强学习。 

4 结语 

西方经济学既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

和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实用价值,又具

有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价值取向和意识

形态属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背景中,若想学习和研究好

西方经济学、发掘其中有积极的可借鉴

意义的思想资料,那么课程思政的建设

就需要贯穿始终。在实践教学中,在进行

“显性”的知识传授的同时,也要将课程

思政的“隐形”教育作为载体,能够有效

地促进学生由理论学习(“学”)到实践

活动(“习”)的顺利转变,从而真正实现

立德育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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