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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新论

樊士德

（南京审计学院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大众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参与主体即教师与学生也出
现了新变化，这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换位思考教学法、批判与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

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兴趣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对改进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效果

可能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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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高等教育的新环境、新主体呼唤新方法

高等教育面临国际化的新形势，同时高等教育的受众和主体也有新的变化，不仅包括“９０ 后”的
大学生受众，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新的教育工作者与教师队伍（即“７０ 后”、“８０ 后”的加入），这些
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在教学方式与手段上都要有所创新。

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学教学改革十分必要。刘志彪等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教学模

式经过多次更新，但由于其脱胎于苏联的教学设计思想，因此仍存在若干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或问

题［１］。方福前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两大偏向：一是夸大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

二是否认或不提及西方经济学中所蕴含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仅仅将西方经济学作为一

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对待。他认为要矫正这两大偏向，必须进行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改革［２］。逄锦

聚从宏观层面指出了经济学教学所面临的挑战，认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有待转变，高校结

构、学科专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合理化，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需要进一步

深化等方面［３］。

也有一些学者在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索。阮守武认为，像西方经

济学这类基础课程的教学应该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中心，教师应该侧重教会学生像经

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尤其是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方法［４］。于泽认为，实验辅助教学是本科经济学教

学较为理想的选择［５］。唐国华认为，教师应通过比较教学法使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课程取得相

得益彰的教学效果［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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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都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主要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尝试提出西方经济学

课程教学几种可能的“新方法”，以期引发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二、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学教育宏观环境的新变化，面对教师与学生的新主体，如何设计、开发

与选择西方经济学教学上的新方法，是本部分的核心研究主题。笔者认为，“换位思考教学法”、“批

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兴趣式教学法”、“实

验教学法”等，抑或以上这一系列方法的综合运用可能构成西方经济学教学新方法的备选子集。

（一）换位思考教学法

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研究中有关换位思考法的分析较为鲜见；在实践教学层面，这

一方法也未得到广泛运用。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与同行听课，笔者发现，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

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应该实现双向换位思考，寻求相互间的交集，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

师应主动将自身定位为学生，把握以下内容：学生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样的教方法，期望达到怎样的效

果。教学方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难点与教学重点的把握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当老师从学生的

视角来开展教学时，一方面，更容易了解学生对教学重点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对教学难点的解决与

根除功效更为显著，更容易了解学生为何“卡”在某个问题上，找到问题的症结。

例如，在微观经济学“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总效应”的讲解过程中，如若教师能实现学生身份的

换位，就能把握学生在理解这组概念过程中的难点，这个难点在于对“补偿预算线”的来源和对替代

效应的理解，即一种商品价格发生变动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其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发生变化；

其二，使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我们界定替代效应时，却提及“在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对于两种商品而言，其中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二者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进而导致消费者对于该商

品的需求量发生变动”，看似前后矛盾，而事实上，教学中的关键是让学生明白分析某自变量对因变

量影响时要剔除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此，在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界定中常常出现“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这一表述，这样也容易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严谨与作为一门“科学”的显性

特征。

（二）批判与创新式教学法

这里的批判与创新式教学法均是相对教学内容而言，而非方法本身的创新。这一方法如果运用

得当，将不仅使该部分内容取得较佳的传授效果，还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独立思考、创新

的热情。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９０ 后”，是富有创意的一代，教师理应注重这一层面的培养与训练。
批判与创新式教学法对教师主体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更要求教

师对此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进而形成对原有内容的批判与创新。也恰恰因为这一要求较高，这个方法

在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国内一些微观经济学教材往往倾向于将“需求”与“需求量”这一对基本概念相互混淆，进

而使学生产生极大误解。笔者曾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上复习微观经济学内容时，问及“影响需求的首

要因素”，９５％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价格，而且其理论根据均是来自于教材。
（三）研究式教学法

所谓研究式教学法，就是针对相关课程中的核心内容、重点内容、难点内容，在对基础理论进行讲

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式教学法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

兴趣与积极性，还有利于对课程重点与难点的把握。当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根据差异化受众主体有

针对性地、适当地应用，比如综合性大学可以尝试将其作为主导性的教学方法，而普通财经高校和其

他一般性高校则可将其贯穿于重点章节和重要知识点的教学过程之中。对重点和难点内容适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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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式教学，不仅不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或难度大，反而还能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使之掌握运用经济学

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并能拓展其分析问题的思维和视野，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

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教师可以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在他们时间允许、精力充分和能力较强的情况

下，要求他们个人单独完成，如若某些条件受限，可以采用分组开展、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

例如，教师讲解微观经济学的弹性理论时，可以布置学生在此基础上开展一些应用研究，如“如

何运用弹性理论看待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运用弹性理论对超市日常与周末商品差异化定价进

行经济学分析”，等等。再如，在讲解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对中国近年来采用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思考并形成若干小论文，如“２００８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
国为何提出保 ８ 而不是保 ７． ６ 抑或 ９ 呢”，“家电下乡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内在机制与效果”，等等。

（四）体系式教学法

截至目前，体系式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中较为鲜见，然而通过近年来的教学

实践，笔者逐步认识到该方法的必要性。这里的“体系”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的课程体系，教师在讲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个知识点的过程中都应该注重其在整个西方经济

学知识体系中的坐标位置，即该知识点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若能做到这一点，章与章之间、

节与节之间、具体的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衔接与连贯自然是水到渠成。事实上，这一教学方法对教

师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点和教学体系了然于心，否则就难以在

教学过程中真正贯彻体系式教学法。

在教学实践中，体系式教学①十分必要。如从对微观经济学整个体系的把握来看，教师可以分以

下几个步骤来引导学生把握整个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１）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全貌进行介绍以使
学生对之有个概览；（２）通过供求理论引出课程核心理论，即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尤其要强
调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并将价格理论作为课程体系的主线；（３）进入微观经济学的两大微观主体之
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费行为理论）的介绍；（４）从生产论、成本论开始介绍另一大微观主体———企
业的供给行为决策过程；（５）引导学生思考连接两大微观主体的纽带，这个纽带显然是市场（包括商
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６）围绕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类型展开对
市场行为的介绍；（７）在上述讲述的基础上可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在市场体系中是否存
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经济效率，后一问题可引导学生进入福利经济学的学习范畴；（８）指
出市场不是万能的，由此引出对微观经济干预的介绍。

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教师可以主要以国民收入或总产出为分析框架展开教学：第一，从国民收

入的概念界定入手，介绍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第二，在国民收入内涵与核算基础上，讨论均衡国民收

入的决定；第三，利用 ＩＳＬＭ分析工具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仍然是探讨均衡国民收
入的决定，与此同时对均衡利率的决定进行分析；第四，从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层面，仍借用

ＩＳＬＭ模型，论证财政或货币政策的运用组合方式以及政策效果，落脚点同样在于国民收入；第五，借
用另一种分析框架或工具，即 ＡＤＡＳ模型，放松在 ＩＳＬＭ分析中价格 Ｐ不变的假定，使得分析更为接
近经济现实，探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六，表面上探讨失业与通货膨胀间的内在关系，实质上仍围

绕总产出为中间变量开展论证；第七，放松 ＩＳＬＭ、ＡＤＡＳ模型中国际汇率 Ｅ固定不变的假定，基于全
球视角将汇率内生化进行考察，利用 ＩＳＬＭＢＰ模型探讨国内外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八，从长期视
角分析国民收入增长的趋势问题以及周期性波动问题。显然，国民收入构成其整个分析过程的核心

主线。

·２０１·

①鉴于国内各高校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有所差异，因此这里笔者基于国内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
部分与宏观部分）进行阐述。



这一方法的运用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师在全程教学过程能否做到认真对待微观经济学与宏观

经济学的每一门分课程、每一节课、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知识点。

（五）启发式教学法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最先提出了启发式教学法，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研究中这种方法

并没能具体细化，也不具可操作性。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教学的初始阶段，而且还可应

用于教学的全过程。教师不仅可以利用教学内容之外的经典寓言、人生哲理、世界观与价值观等方式

来开展教学，还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学课程自身内容进行启发。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结合经济生活的现实，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例如：在日常生

活中，企业微观经济主体如何定价，该考虑和权衡哪些变量和因素，如若定价不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

果，现实当中又有哪些成功案例和惨败的经验教训，这一系列问题对学生的启发足以引起学生对微观

经济学的兴趣。再比如，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如何判定与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与趋势，宏观经济政策

该如何制定，政策力度该如何把握与决策，政策效果当如何评价，这一系列贴近现实的问题必然能激

发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六）兴趣式教学法

兴趣教学法对于任何一门课程都非常重要，然而在本文中，笔者之所以称其为“新方法”，是因为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兴趣式教学法的核心在于从根本上激发教师“教”的热情与学生“学”的兴趣。

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应成为教师思考的重要问题。当学生兴趣被调动时，教师就在一定

程度上驾驭了整个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也就完成了一半。其实上述每一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对学生兴趣的调动，将学生导向有意义的学习，并为其进一步的深入学习提供了动机。从宏观层

面来讲，校园的教风与学风、良好的校园文化塑造、学生整体的精神面貌等都会对学生有较为深刻的

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教师的人格魅力、具体的课堂传授方式等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某种意义上说，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是一门艺术，它并没有标准划一的方法或模式。对

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而言，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案例：“假定今天早晨你的口袋中只有 ３ 元钱，你如何
安排你的早餐？”“假若只有馒头和油条，你又会如何选择你的消费组合？”这会让学生对“消费者行为

理论”产生浓厚兴趣。这样的兴趣激发式教学会让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产生意犹未尽之感。

（七）实验教学法

尽管实验教学法在众多课程（如物理、化学等）的教学中被广泛应用，然而事实上，该方法目前在

国内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虽然实验经济学这门课程近年来已逐渐被引

入我国，并重点采用实验方法进行教学，但它在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仍较为鲜见。

实验教学法的应用，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理

解，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与热情，进而转向研究式学习的境界。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适当地运用这一方法。事实上，很多教师会有疑问：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中如何去

设计实验？换句话说，设计实验很难。事实上，现有研究已为教师提供了很多良好的素材，教师主体

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经济学家张伯伦（Ｅ． Ｃｈａｍｂｅｌｉｎ）曾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
市场实验，用以研究市场的不完全性。尽管由于众多原因他当时未能取得成功，但这却为实验方法的

应用与拓展提供了重要思路。随后，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弗农·史密斯（Ｖｅｒｎｏｎ Ｌ． Ｓｍｉｔｈ）开
始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并倡导经济学实验方法，促成了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借鉴史密斯

有关市场机理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同样可以设定由某班全体同学进行经济学实验，具体的做法是：

将该班同学随机分成市场上的购买者和销售者两组，然后由这两组模拟市场进行自发交易，最后通过

实验中的供需情况，来观察市场上的均衡价格是如何实现的。这样可以让学生充分体会供求理论以

及均衡价格的决定过程，进而也使其能够通过实验来实现对理论的验证。

·３０１·



三、评价与建议

以上笔者论述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探索的一些可行的新方法。事实上，以上方法的运用，

教学效果较为显著：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和讨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他们从事学术

研究与创新的内在潜力也得到挖掘，不仅表现在课程成绩和成果方面，还表现在理论的升华、分析问

题的视角拓展、能力的提升、实践应用等诸多方面，学生的创新实践立项、获奖、发表论文等比率均出

现不断攀升的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述教学方法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着对其重要性的主观价值判断。事实上，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很难量化每一种方法的具体效果。这一系列的“新”方法，与传统的高等

教育学中所提及的一般教学方法相比，结合了经济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特征，

显得更为具体，更为专业，因此更具有针对性。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笔者建议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对以

上教学新方法进行综合运用，而不是单一方法的运用或单纯几种方法的组合运用。其次，鉴于专业之

间的差异，比如经济学专业与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的不同，教师也需要在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上

有所侧重。最后，教学方法的内涵界定上通常不仅包括教师“教”的方法，而且还包括学生“学”的方

法，本文这里论及的“新”的教学方法，事实上更凸显了这一方法论上的内涵特征，即不仅对西方经济

学教师在“如何教”方面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学生在“如何学”（包括批判式学习、创新式学习、研究

式学习、体系式的系统学习、实验中学习等）方面具有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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