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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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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是“大思政”育人格局下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分析当前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四个痛点问题，制定教学创新思路，分别从整体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四

个方面阐述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形成了“找指导理念—定思政主题—辅第二课堂—加行为考核”的课程思政

教学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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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conomic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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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conomics cours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ducational reform under the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tern. By analyzing the four pain points in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economics courses, this paper formulates innovative teaching ideas and elaborates 
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urses from four aspects: overall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It has formed an innovative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urses, 
that is, “identifying guiding concepts—determ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mes—supplementing with the second 
classroom—adding behaviora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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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我国提出的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经济学作为高校经

管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是培养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重

要起点[1]。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

“经济学类专业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因此，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

学创新是“大思政”育人格局下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

求[3]，承载着培养“维护国家话语体系的经济人才”的

时代使命。然而，目前关于经济学课程思政的教学研究

主要聚焦在教学现状[4]、教学设计[5-8]和教学路径[9-11]三

方面，针对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的研究亟需提上日程。 
1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痛点 
深入挖掘思政教学痛点是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创新

的重要前提。目前，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学主要存在以

下四个痛点问题。 
（1）教学缺乏顶层设计，育人框架未健全 
经济学是学科基础课，目前关于学科基础课的课

程思政教学缺乏顶层设计。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尚无指导理念，缺少系统化设计思路，不利于循序渐进

地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和建设。 
（2）思政融入零散无序，育人合力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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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课程蕴含着天然丰富的思政元素——我国

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和成就，但存在思政元素融入零

散无序的问题。授课过程中的思政融入碎片化、无序化，

不仅不能深刻、贴切反映教学主题，而且发挥不出思政

元素的最大价值，导致育人合力被弱化。比如围绕知识

点“GDP 指标”的思政素材非常丰富，如果全部融入

则容易导致思政点覆盖知识点，偏离教学主题。应该根

据教学目标找到最核心的思政点进行有机融入。 
（3）思政融入渠道单一，育人途径被收窄 
目前第一课堂是经济学课程思政融入的主渠道，

第二课堂的课程思政融入渠道被忽视。因此，有必要充

分利用好第二课堂，丰富思政融入渠道，在全方位、全

过程、全员育人的基础上，实现多渠道育人。 
（4）思政效果评价困难，育人成效被低估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包括了隐性教学效果和显性教

学效果。隐性教学效果的显现需要长时间周期，无法在

结课后被立刻评价；显性教学效果的评价没有统一标

准、评价指标模糊。因此，有必要在传统教学效果评价

的基础上，设计包括显性思政教学效果的新评价体系。 
2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思路 
针对前文所述四个课程思政教学痛点问题，结合

教育教学规律，制定了如图 1 所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

思路。围绕教学痛点，首先设定课程思政目标，然后在

深入挖掘和分析思政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创新举措，进

而开展教学实施，最后检验教学成效，对照思政教学目

标进行达成度分析，在下一轮教学中诊断改进。 

 

图 1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思路 

形成丰富化、层次化的课程思政目标是检验课程

思政教学效果的重要依据。将经济学课程教学目中的

素质目标进一步细化，形成了课程思政目标。思政目标

首先分为理论性思政目标和实践性思政目标。理论性

思政目标是学生能够认知西方经济学的两面性，辩证

对待经济学知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

西方经济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实践性思政

目标又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国家层面

的思政目标是学生能够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成就和发展大势，树立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自信，不断

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充实经世济国的情怀，承担时代责

任和历史使命。社会层面的思政目标主要是学生能够

具备各种意识和精神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就业观，

形成职业素养。个人层面的思政目标是学生能够具备

各种个人能力和个人品质。 
深入挖掘和分析经济学的课程思政资源是进行课

程思政教学创新的抓手。将思政资源划分为三类：经济

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蕴含着天然的、丰富的

思政元素——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和成就；经济

是一种文化，在我国古代，“经济”一词就具有“经世

济民”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内涵，代表了古代先贤的社会

责任；经济学被称作“舶来品”，其既有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的一面，又有对社会主义有用的经验总结和管理

方法的一面。 
3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 
针对四个课程思政教学痛点问题，制定了四条对

应的课程思政教学创新举措，它们分别反映在整体设

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中。 
3.1 整体设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理念，设

计课程思政教学框架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两点论和重点论指出，

要同时看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清主次，抓住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基于矛盾的两点论，在思政内

容方面要同时看到核心思政元素和零散思政元素；在

思政渠道方面要同时关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在思

政效果方面要同时运用成绩考核和行为考核。基于矛

盾的重点论，在思政内容方面要找准课程思政主线，抓

住核心思政元素；在思政渠道方面，要以第一课堂为主，

第二课堂为辅；在思政效果方面，要以成绩考核为主，

行为考核为辅。在充分参阅《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等权威文件基础上，结合《经济学》课

程特点，设计了课程思政教学框架（图 2），以形成稳

定的课程思政生态，优化课程思政供给。 
3.2 教学内容：制定课程思政主线，设计课程思政

内容主题 
以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和成就为思政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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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学内容的思政资源融入方式——“核心课程思

政元素主题式融入，零散思政元素基因式融入”。主题

式融入是指制订对应章节知识的课程思政内容主题，

这些内容主题深深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实践，以此实现对教学内容的本土化改造；基因式融

入是指细节知识点的思政资源融入通过引导、启发、举

例等方式，伴随知识讲解的过程潜移默化融入。各教学

周对应的教学内容及课程思政内容主题如表 1 所示。 

教育部《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

《经济学》

课程特点

思政

目标

教学

内容

教学

方法

考核

方式

国家

层面

个人

层面

社会

层面

思想性 时代性

科学性
人文性

全面性

科学化

系统性

立体化

丰富性

层次化

前沿性

 

图 2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框架 

表 1  《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主题 

教学周 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内容主题 

1 经济学导论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西方经济学 

2 均衡价格理论：供给与需求 淄博烧烤：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风貌 

3 均衡价格理论：弹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施政 

4 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选择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5 生产者行为理论：生产 
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6 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 

7 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 
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助推高质量发展 

8 市场结构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 

9 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10 期中复习与测试 温故知新，诚信考试 

11 宏观经济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完善国民经济核算 

12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 模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的深刻革命 

13 失业与通货膨胀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14 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部署宏观经济政策 

15 习近平经济思想专题讲座 中国经济学对世界经济学的伟大贡献 

16 经济学工作坊 肩负使命，经世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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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方法：引进第二课堂教学，丰富课程思政

渠道 
采用“五式”教学方法——启发式理论讲授、讨论

式翻转课堂、探究式学习工坊、情景式第二课堂、拓展

式专家讲座，线上线下同向同行，老师学生同频同步，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融合辉映，以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促成思政要素的多元性，如图 3 所示。 
比如在“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章

节，以第二课堂辩论赛的形式组织教学。 
辩论赛前，同学们需自学相关知识、自主查找资料，

进行组织宣传等一系列活动；辩论赛中，同学们既要团

结协作又要与反方针锋相对，将前期知识储备转化为

现场表达等；辩论赛后同学们需总结反思，每个环节都

包含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第二课授课形式，激发学生

竞争精神，检验学生创新能力、协作能力，有效锻炼学

生沟通表达能力。 

 

图 3  经济学课程“五式”教学方法 

 
3.4 考核方式：成绩考核辅以行为考核，加大成绩

考核中的思政内容占比 
围绕“考核三化”原则实施考核，即考核内容思政

化、评价主体多元化、考核方式过程化，对学生进行全

方位、多层面、多角度考核。将思政元素纳入考核内容，

总成绩由 95%的传统成绩考核和 5%的行为考核构成。

传统成绩考核的每一环节（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工

作坊展示、论文、测试/考试）都渗透态度、情感、价

值等思政元素，酌情计入得分。行为考核主要针对显性

思政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行为包括学生主动找老师沟

通学习问题，主动找老师参与课题，主动找老师指导参

加比赛等。评价主体中除了老师，加入学生，在工作坊

展示环节实施学生互评，互评成绩与教师成绩各占一

半。前文所述均体现考核方式的过程化。 
最后基于上述四条举措，形成了“找指导理念—定

思政主题—辅第二课堂—加行为考核”的课程思政教

学创新模式。 
4 结语 
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环节。未来，人工智能

技术为课程思政教学开辟了新路径。一方面，利用人工

智能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经

济运行等，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与吸引力；另一方面，

借助智能教学平台，通过精准分析学习数据了解学生

思想动态，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依据，全方位助力课程思

政教学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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