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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必修课是经济学专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能力的重要课程。本文以世界经济学课程为例，

分析了教师应从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方面实施创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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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主流思想，高校正成为培养创新
人才的主要阵地。“高校是培养和造就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
拔尖创新人才的主体，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负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历史责任。”在当前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下，高校的首要
任务是提高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一任务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学生在创新教育中主体性的发挥。本文将结合经济学专业的学科特
点，从专业必修课程角度深入探讨经济学专业的创新教育。

一、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及较强的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就经济学专业的特点而言，与其他经济管理类学科相比，经济学专
业口径更宽，理论基础更厚。因此，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相较于其他
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应具有更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更高的可塑性。

为了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必须遵循经济科学的教学规律，
优化课程体系结构，合理安排必修、选修课的比例。根据我校经济
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体系主要以专业教育模块为主，专业
教育模块包括了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以及
专业教育实践训练。专业基础课程囊括了国家教育部所要求的经济
学专业特有的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的设置是加强学生在相关学科
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深度，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的专业特色，使其成为高素质的复合性人才。专业选
修课是学生在完成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兴趣在
专业上继续延伸和拓展，进一步提高在经济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储
备，为实施专业教育实践训练即学生完成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打下
良好的基础。专业教育的整体规划体现了加强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同
时不断为学生拓宽视野的课程建设思路，但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随着学科发展适时添加新的教
学内容，并以培养学生能力和素质为教学目的。

二、经济学专业必修课创新教育思路的必要性
经济学专业必修课程是为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能力而设置，因此专业必修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思路对于学生能
力的培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专业必修课程是经济学专业所特有的在自身特定学科领域向纵
深发展的专业化课程，包括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世界经济学等课程。在专业必修课教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创新不足，
只一味地填鸭式灌输，忽略了学生的反应，而削弱了教学效果。要培
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教师照本宣科或是学生被动式的学习都不能取得
良好效果，而且被动学习的方式，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乐趣，学生的
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种接受式教学中被抹杀。要
使学生真正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学有所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必须
要拓宽学生思路，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因此应加强经济学专业必修课的教学教育创新。

以世界经济学课程为例，教学过程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世界
经济学课程在教学环节中不设置实践性环节，因此课程体系以学科
的逻辑顺序进行设置，但目前学术界对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未

形成统一的认识。第二，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世界经济学某些教学
内容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重复。学生可能已修读了与其具
有交叉内容的相关课程，如在教学过程中再重复讲授，学生很难提
起兴趣。因此如何建立本门课程的理论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需要
教师创新教学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专业必修课实施创新教育的具体做法
由于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着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

不足；复制有余，创新不足的缺陷，而要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经济
学专业必修课应在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
方面实施创新教育，下文仍以世界经济学课程为例进行说明。

(一)课程体系的创新
首先，课程体系的设置对课程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是高校

教学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世界经济学学科历史较短，课程体系不
强，与国际贸易等诸多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尚未形成固定的理
论体系和研究对象。因此教师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就应针对经济学专
业学生及时代特点进行创新。世界经济不是各国国民经济的简单总
和，而是一个在国民经济(以及其他世界经济行为主体)基础上由国民
经济密切联系而形成的世界规模的有机体，这一点国内外学术界已
经达成了共识。因此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割裂的国别经济，
而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整体。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建立该学科的
体系，即以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为主线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规
律，这样可能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这种设置形式既符合逻辑思
维方式便于学生把握教学思路，又符合该课程是现实性较强的专业
必修课的特点，可以将现实的热点问题穿插于课程中进行探讨。

(二)教学内容的创新
教学内容是课程的核心，具有较完整教学体系的课程在内容

创新上相对较难。针对世界经济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完整的教学体系
这一特点，整理、归纳己有教材在教学内容上的共同点，探索教学
内容的发展趋势，从而建立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是教学内容创新
的重要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其教学内容应
该反映当代世界经济的新发展、新变化，其研究对象是动态的而非
静态的。作为发展中的学科，新事物和新现象不断出现，而世界经
济学的教材更新速度难以紧跟实际情况的变化，所以在讲授该课程
时，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世界经济学课程教学在选定教材的基础上，教师无须按教材内
容一一讲解，可以采用专题式的讲授。可以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
化，就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设计专题，既可
以介绍教材中所提及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相关原理，同时
又联系经济实际，从而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避免出现与交叉
学科教学内容重复的问题。但教师在授课时也应有意识地引用国际
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知识来深入
分析问题，使世界经济的教学内容更丰富，也更具有理论深度。

(三)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师应该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成为学生自主学习

的引导者、学生能力的培养者。教学方法的创新要使学生真正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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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习的乐趣，学有所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必须要拓宽学生思
路，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选择一些既是热点又结
合中国实际的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具体操作方法是让学生自由组成
讨论小组，选择不同问题通过课后的资料收集，撰写小论文，然后
每小组派一名代表在全班发言，其他学生可以对其发言进行提问，
由发言者进行回答，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通常用2-3个课
时的时间。通过这些讨论发言，提高学生的搜集资料、分析解决问
题、口头表达和组织能力。这种讲解和讨论的方式使学生既加深了
对世界经济基本理论的理解，也对中国经济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
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从教师的角度
来看，教师也可以从中吸取大量的信息，学生的某些观点推陈出
新，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得到提高，起到教学
相长的效果。

同时教师应注重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世界经济学课程
的教学内容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教师要根
据学科理论发展动态，以多媒体课件作辅助，适时丰富和更新教学
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教师还应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
议，针对学生想学习的课外知识，教师可根据情况适当添加到多媒
体课件中。

(四)课程考核方式的创新

课程考核能真实、有效地体现学生对课程的学习与掌握程度，
既体现出对学生学习状况的检验，也体现出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衡
量，才能真正体现其目的。世界经济学课程不仅理论性强，而且与
现实结合紧密。该门课程的考核既需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的掌握程度，又需要评判学生灵活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以一次性的考试评定学生成绩的高低并不合
适。尤其在提倡培养创新思维、创新人才的形势下，考试形式可以
多样化，闭卷、开卷笔试或是课程论文皆可选择，平时的课堂讨论
也应在成绩中占一定的比例，进行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在高校教育中学生不能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
应积极发挥主动性获取知识。经济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教师更应以创新教育思路进行课程教学的组
织，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国务委员陈至立在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颁奖大会

上的讲话(2005年9月8日)[N].中国教育报,2005,10,27(1).
[2]薛国琴.在专业基础课教育中实施创新教育的若干思考[J].绍

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12):55-57.
[3]林季红.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刍议[J].云南财贸

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1(4):5-6.

Discussion practice teaching in social work department

Cao Di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Shenyang Liaoning,100142,China）

Abstra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eaching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social work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from Ideas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 social work practice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Laboratory practice 
base and thesis; Teachers with practical ideas and the abi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teaching.

Key words: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practice teaching
［责任编辑：周志媛］

(张剑，2005)。
2.多渠道培养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队伍
关注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重视对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实务能力的提

升，要制定长期师资培养培训计划，并确保双师型教师的固定比例。
面向社会吸收优秀的社会工作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同时建立高校社会
工作专业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的师资培训制度，通过实践培养人才。

3.使教师成为社会工作者
要想培养合格的社工人才，专业课教师首先应是一名合格的

社会工作者。因此，高校社工教育应鼓励并督促专业课教师不断参
加校内外的社会实践，利用自身知识优势与特色在相关领域进行实
务工作，使理论与实践充分融合，在实践中既不断提高实务技巧，
更不断内化社工伦理价值观念。教师首先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
者，这样在实践教学中，就能够以丰富的理论知识传授学生、以专
业的伦理价值观念影响学生、以科学适当的实务技巧引导学生，使
实践教学高效化。

(三)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科学研究
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使实践教学对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重要作用在学术上得以确定，以科研为指导，

使实践教学有效化、专业化。
实践教学要与教师科研相结合。本科生进行实践教学具有一定

的盲目性，因此，教师指导或负责带队、并制定一定的社会实践活
动计划就具有必要性。一方面，要加大教师科研力度，另一方面，
可以将科研项目分为若干子项目，将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分解并引
入学生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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