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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预测与决策实验课课程系统讲解经济预测与决策的专业

知识和相关案例的实践操作，使学生熟悉和理解预测与决策的有
关概念，掌握预测与决策中的一般规律、基本原理和相关技
术，初步具备解决经济预测与决策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
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

经济专业实验实训类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
——以《经济预测与决策实验课》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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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本文结合经济预测与决策实验课的基本特征和实验实
训类课程的教学组织特点，从教学组织形式并配合教学内容思政融入点的设计，提出了课程实施路径。

【关键词】课程思政；《经济预测与决策实验课》；思政映射

础。课程思政内容的设计和实施要确保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同时
进行，并且结合课程的基本特征，融思政于教学过程之中，特别
是通过专业课教育能够将道德规范、社会规则和思想意识形态的
价值导向等与专业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发挥专业教育的知
识教育、能力本位和价值引领作用。

2　课程思政内容设计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教学方法 预期成效

经济预测
的基本  
原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提
高经济决策的科学性？
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
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
、2020年中国经济预测

发布与高端论坛

通过精选反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新
闻事件，报告及方针政
策，以课堂讨论+案例讲
解的形式，引导学生利用
经济预测的基本原理对国
内和国际经济走势进行分
析和判断，特别是对经济
发展转折点的判断和预测

通过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
让学生认识到开展经济预测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放眼未来社会的发展，
为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
大事业积极做好 准备。

定性预 
测法

方法是为问题服务的；
不要刻意制造方法论的
对立； 数据模型不见
得客观中立；长篇大论
也不见得主观臆断认识
世界、主观能动性与客

观规律的关系

通过课堂讲授的形式，结
合唯物辩证法理论，引导
学生辩证思考定性方法与

定量方法的优缺点。

让学生能够理性思考问题，
认清方法是为问题服务的，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
认识和把握规律，利用规律
让自己、让社会越来越好。

投入产出
预测法

非期望产出、环境治理
中的投入产出关系与 

效率

引导学生搜集整理我国环
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等方面
数据并以图表形式展示，
以便勾勒出环境治理的需
求，进而从行动上贯彻高

质量发展的理念。

通过对中国现实案例的分析
让学生们了解中国发展进程
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制定
科学的投资方案对促进经济
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加深对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

认识和理解。

趋势外推
预测法

我国GDP增长与FDI流
入的相互促进机制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与课堂讲
解，引导学生从根本上理
解我国将“改革开放”作
为基本国策的重要原因，
进而贯彻习总书记的“四

个自信”。

中国现实案例的讲解让学生
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帮助学生深刻体会到制度自
信和道路自信的信心来源，
感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

动能和可持续性。

时间序列
预测法

我国猪肉价格的时间序
列分析

引导学生收集猪肉价格的
时间序列数据，进而理解
国家要求加强市场价格监
测预测预警措施的现实  

意义。

通过深入分析猪肉价格的调
整政策，让学生认识到政府
宏观调控市场需求对稳定农
产品价格、保证居民生活质

量和幸福指数有着重要   
意义。

干预分析
模型预 
测法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对
我国经济的影响

提前布置任务要求学生收
集并比对新冠状病毒爆发
前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

况，课堂解读国家对待疫
情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

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我国战胜
疫情的必胜信心和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坚强意志，深刻
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好

前景。

马尔可夫
链预测

法：无后
效性

把握现在，赢得未来，
创造以后

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
辩证思考“眼前事”与“

鸿鹄志”的关系。

激发学生踏踏实实、为实现
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敬业   

精神。

表1       《经济预测与决策》课程思政内容设计示例 由于实验实训类课程的实践性和技
术性要求较高，课程思政内容的实施可采
用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展开。
选择符合国家政策方向的相关案例进行引
申式讲授，讲中国故事，讲大政方针政策
背后的科学逻辑，帮助学生深刻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提升学生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
使命感，内化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自觉养成“爱国情操、强国
志向、报国行动”的发展定位。

3　结语
经济专业实验实训类课程的学习注

重经济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培养以及分
析能力的训练，以往的培养方案往往为
了完成显性的专业培养目标，而忽略了
思想道德和社会价值等隐性信息的传递
和评价。由于这类课程的实践性较强，
技术性也较高，因此我们在课程思政内
容的实施设计时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开展，并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
习，用身边以及生活中常看常摸常听的
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的
理论及应用的同时，加强思政教育，从
而使得课程思政真正起到从课本到实际
的纽带作用，并且在课堂氛围以及教学
效果上也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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