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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线平台和课程思政”的
《经济学基础》教学研究

沈　霞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江苏　淮安　223003

【摘　要】《经济学基础》逐渐成为大学生必备通识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和培养经济学思维，使其更好理解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
或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传授知识，还要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课堂是课程思政的开展的主渠道。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线平台和线下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为课程思政的开展拓宽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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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search on "Basics of Economics" Based on "Online
Platform and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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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s of Economic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cessary general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help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and
cultivate economic thinking,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understand various phenomena or problems in economic lif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not only
imparting knowledge, but also lead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nd world outlook. The classroom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platforms and offlin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roadened the chann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Key words] online platform;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conomics

引言
2021 年 3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对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多渠道扩大终身教育资源更好满
足不同群体，形成多样化学习需要，提出建设一体化、信息化、智
能化的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提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进行自主管
理、自主服务、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等相关要求。

《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更好的理解生活中的
各种经济现象，能够分析社会中的经济问题。形成经济学独特的
思维方式。将线下传统课堂教学和线上平台教学相结合，形成“在
线平台和课程思政”的《经济学基础》教学模式，可以为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1　对《经济学基础》在线平台教学的实施情况分析
《经济学基础》一般开设于大一第一学期，主要授课对象

为会计、金融、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大一新生。在线平
台是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教学，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学习主动
性和自觉性。而大一新生他们刚刚渡过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有
的同学放飞自我，有的同学仍然适应过去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听
课的授课模式，有的同学对在线平台的使用也在慢慢摸索。因此，
在学期伊始，在线平台的使用情况不太理想，效果一般。

2　构建基于在线开平台和课程思政的《经济学基础》教
学模式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基础》课程是大学教育阶段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
近年来，在升本科考试中也增加了经济学考核内容，其重要性可
见一斑。

经济学是一门经邦济世、强国富民的学问，这名学问不仅需
要学生掌握一定的分析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同时也需
要学生有一颗无私奉献、积极向上、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科技

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拓宽了教师教学的渠道。在线平
台是传统课堂的补充和扩展。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教师也可
以利用在线平台，将和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资料、案例、数据上
传到平台，理论联系实践、由浅入深地讲授知识点，同时让学生
学以致用。

将“在线平台和课程思政理念”引入到《经济学基础》教学
之中，将促进经济学基础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培养德才兼备
的经济领域人才。

3　基于在线开平台和课程思政的《经济学基础》教学模
式的构建

3.1在线平台的整体设计思路
由于大一新生，对在线平台不太熟悉，开课之前的引导非常

重要。在班级群指导学生注册个人信息、加入在线平台班级，并
简单讲授在线平台使用的技巧和注意点。

在经过前期调查后发现，很多教师采用学习通在线平台，该
平台功能比较熟悉，简单好操作。为了避免学生重复下载过多的
教学软件产生厌烦的心里，《经济学基础》课程也选择了借助学习
通平台，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网页参与学习。《经济学基础》课
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有大量的资料和案例可以引用；教学内容
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容易让学生产生兴趣。非常适合采取
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在分析了课程特点、教学内容和学习
者之后，确定了在线课程的组织结构，每一讲包括的内容为：导
入案例、授课资料、课堂讨论、课堂练习、阅读材料、学以致用、
思政园地、思维拓展等章节。“导入案例”主要是收集了和教学内
容相关的案例资料，在内容的选取上注重启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授课资料”中包括“微课视频”和“授课课件”，“授课课件”是
让学生提前预习，对教学内容做到心中有数，简短的微课重点讲
授一些名词解释、重难点等，讲解了碎片化的知识，在“授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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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学习后，结合学习通平台中班级活动板块，发布讨论、投
票、问卷等，选出学生认为需要老师重点讲解的知识点。“课
堂讨论”是发布和知识点相关的热点话题，引发学生思考，

“课堂练习”是当堂完成与提交，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学
以致用”是让学生用所学知识点分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或者核算
某一经济数值和指标。“思政园地”是《经济学基础》构建

“在线平台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创新点，课堂的时间毕竟
有限，在线平台线上教学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续，结合知
识点，潜移默化融入思政点，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实现了价值
引领的目标。“阅读材料”和“思维拓展”主要是针对学有
余力的同学，引导他们自主阅读，“思维拓展”往往选取更有
难度和深度的资料，引导学生寻找经济学现象背后的真理，引
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完成以上任务点过程中，获得课堂积
分，计入过程化考核成绩，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课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
观经济学分为经济学导论、供给与需求理论、认识均衡价格理
论、弹性理论、学会理性消费、感知企业的经营、找寻市场
的规律、认识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明白社会分配的原理；宏
观经济学主要内容包括探求国民收入的来源、把握经济增长的脉
络、熟知宏观经济政策等，总课时32 学时，笔者从2019 年开
始对该门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2021
年 2 月与在线平台相结合，进行了线上线下，在线平台+ 课程
思政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3.1.1 利用在线平台，丰富教学资源。
根据课程标准，将课程细分为 26 个知识点，本课程团队

建设了大量了教学资源库。任务章节点184个，视频49个，总时
长224分钟，文档127个，其他资料22个，录制了26个微课视
频，每一个微课视频围绕一个故事、案例、社会时事热点导入，和
理论内容无缝对接，并润物细无声般融入思政点。如，需求理论
以洛阳纸张小故事展开，供给理论以供给侧改革导入。在消费者
行为章节，通过如何复习、妈妈买水果、买买买背后的真相等讲
解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剩余的理论。在生产者行为
分析中，通过谁来养活中国这个话题，讲解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在利润最大化知识点，延申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孟晚舟女士的“如
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时中国红”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除了自
己拍摄的视频，还加入了网络上的一系列小动画，课程在线试题
500题，包括多种题型，难度适中、能覆盖课程所有考察知识点。
截止到2022年2月，课程学习班级34个，人数1932人，讨论区
话题讨论参与2231人次，点击总量达到1390774多次。课堂活动
314个5000人次，作业参与达322人次，通过设置任务点，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1.2分析学生在线学习数据，合理制定教学计划。
在课前通过在线平台，引导学生对新知识点产生兴趣。每

一次课前，要求学生完成导入案例和视频课件的学习，并完成
主题讨论、问卷调查、投票等课前活动。教师新课前分析学生
们观看视频时长和次数，根据学生的预习反馈及时调整课程的重
难点和教学计划。通过随堂练习、章节学习次数、任务点、课
堂积分、作业、章节测试、考试、讨论等，对学生的学情进
行统计与分析。告知学生本课程考核的方式和内容，引导学生
要改变以往教师教为主，学生学为辅的学习模式，使得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能力、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3.2线下教学设计
3.2.1 课程的定位。

《经济学基础》是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主要讲授微 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总体介绍

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工具与 方法、理论运用和政策分析。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 培养学生用经
济学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增强适应职业变化
的综合素质，并为以后专业课的学习以及变革后的专转本考试奠
定基础。

在线下课堂教学时，在学习通平台发布任务点，让学生
知晓该门课程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与作用。

3.2.2 预习阶段。
教师通过学习通平台投票、问卷等方式，调查学生对本次教

学内容的初步认识，形成重难点。引导他们学习导入案例和微课
视频及课件，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引导出本次课所要达到的知识
目标和能力目标。学生的预期情况纳入最终课程成绩，以督促学
生积极主动完成预习任务。

3.2.3 课堂讲解。
在课堂上，教师根据预习阶段所掌握的情况，有针对性地

对课程内容进行仔细讲解和答疑。在理论知识点讲解完后，通
在学习通平台发布和教学内容相关的话题，让学生参与课堂讨
论。比如在分析生活中的经济现象-- 外部性这个知识点，让学
生参与全民接种新冠疫苗的讨论，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个人行为
可能会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通过发布课堂练习，当堂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在每一个
知识点讲解完后，会布置一份5-10小题的课堂练习限时5分钟完
成，完成后，教师马上统计正确率，进行错题讲解。同时，每一
个知识点还结合一个相关案例，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比如，在
供求理论，会给学生布置分析疫情之下口罩的供给和需求发生了
怎么样的变化。思政园地的作用是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
有目的、有步骤、有方法地引领学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价
值观体现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帮助学生更客观、全面地认识和
理解世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3.2.4在线测试。
 《经济学基础》课程实行过程性考核，考核的内容有课

堂练习、单元测试、阶段性考试。每一节课有一次课堂练习；
单元测试分为供求理论单元测试、消费者行为理论单元测试、
生产者行为理论单元测试、市场理论单元测试、生活中的经济
现象单元测试、国民收入理论单元测试、宏观经济政策单元测
试；阶段性考核有三次，通过课堂练习、单元测试、阶段性
考试对每一位同学的掌握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更能准确反映
学生真正的学习状况和效果，学生平时参与主题讨论、问卷调
查等都会取得相应课堂积分，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快乐感，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很大提高。

3.2.5 课后拓展。
在完成了教学任务后，增加思维拓展的内容，主要选择和

每个知识点相关的阅读材料，引发学生对经济学更深层次的思
考。课后同学们自主在线学习，完成任务点，取得相应的课程
积分。例如，在为什么学经济学知识点，选取《时间的价值》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真的吗》材料，拓展学生
对时间这一终极稀缺的认识，引发学生做进一步思考。在弹性
理论这个知识点，增加《守岛夫妻家国情怀感动中国》、《房
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产价格有哪些影响》让学生在课后再去思考弹
性理论的现实应用。

4　基于在线平台和课程思政的经济学基础教学模式的实践
应用

构建好将上述的基本在线平台和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后，马
上应用于教学实践中，以 19 会计 5 班为实验班级，同时，为
了考察教学效果，19 会计4 班作为对比班级，还是传统线下课
堂教学。实践应用主要通过课前、课中、课后来体现，以揭
开经济学神秘面纱这个章节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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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课前
在开课之前，通过19会计5班的班级QQ群和学生取得联系，

让学生提前加入学习通班级。在53 名同学全部加入后，发布预
习作业。预习任务一是完成“课程介绍”这个任务点，包括
教学设计、课程标准、授课计划、学习说明四项内容。通过
阅读这四项说明，了解课程的性质与作用，提前知晓本课程一
学期的教学计划，熟悉基于学习通在线平台线上线下的教学模
式。预习任务二是完成两份调查问卷，一是班级有升学计划的
同学情况调查，二是对揭开经济学的面纱这个项目的预习反馈。

在开课前一天，教师检查了学生的预习任务完成情况。通
过学习通调查有升学计划的同学有 40 人（共 53 人），因此决
定调整教学内容，收集和升学有关的考试大纲和教材复习资料，
把升学需要考核的经济学基础内容融入平时的教学内容，适当调
整授课计划。比如，在弹性理论里增加计算题的讲解。

通过在线平台数据显示，60%学生阅读了导入案例，65%的
学生观看了微课视频和课件。通过在线平台的投票分析，62%学
生认为稀缺性比较难以理解。根据反馈，对学生认为的难点的
教学内容再补充教学资料。

4.2课中
在揭开经济学的面纱这个项目中，根据学生认知特点，把

导论部分分为为什么学经济学--稀缺与选择、什么是经济学--
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怎么学经济学-- 研究方法三部分。

在为什么学经济学 -- 稀缺性的讲解中，通过“买地的农
民”的案例导入“欲望”这一概念，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要
学习经济学。在“稀缺性”的讲解中，结合在线平台“思政
园地”中“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真的吗？”提醒
广大同学要爱护生态环境，珍惜自然资源。和学生一起讨论了
人类最终极的稀缺是时间，学生通过在线平台阅读材料“时间
的价值”，学会珍惜生命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在“选择”
的讲解中，从个人、企业到国家，三个层面展开，启发学生
国家的政策制定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在理性人假设
知识点，讲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舍小家为
大家，舍小我顾大局，他们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安
危融为一体，让学生感受中国人融在骨子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讲解完理论内容后，在学习通上当堂让学生完成5小题的课
堂练习，第一时间了解学习情况，已答题50 个同学，3 人未能
及时提交，90 % 的同学满分。

发布“主题讨论”：有人说吃自助餐没有任何的限制，因
此，此时没有稀缺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日常生活中你面
临哪些需要选择的问题？课堂上有20 位同学参与讨论。大部分
同学都提到了胃的容量和时间会对自助餐有所限制，教师指出这
一例子的出处，引导学生可以在课后阅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

《 国 富 论 》。
在什么是经济学--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讲解中， 首先由热

词“考试经济、点击率经济、粉丝经济、美女经济、网红经
济、眼球经济”引出“经济”的来源，通过在线平台导入案
例“大炮与黄油”的经典案例导入什么是经济学，进一步分别
介绍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通过经济
学研究内容的讲解，引导学生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讲解完理论内容后，在学习通上当堂让学生完成5小题的
课堂练习，第一时间了解学习情况，已答题49个同学，4人未
能及时提交，平均分为89分，其中错误率最高的关于微观经济
学研究内容的判断题，有 9人有误，教师又对这个知识点做了

讲 解 。
在怎么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讲解中，通过在线平台“经营

还是不经营”的案例，导出经济学家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例举
往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应该征收房产税等例子，讲解实证分析
与规范分析，从个人、企业、国家的选择，讲解成本收益分
析法、机会成本。在例举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时，以中国是唯一
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教育，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通过学习通发布课堂练习，53名同学全部完成，平均分83
分，其中关于实证分析的选择错误最多，达70.2%，教师又通
过几个实例对这个知识点做了讲解。

4.3课后
布置课后作业“请用经济学中的观点去分析占座行为”学

以致用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稀缺性的概念。阅读“市场经济会不
会让人情变得淡薄”拓展思维。

在“为什么学经济学 -- 稀缺与选择”这个知识点，一共
发布了12个任务点，30%的学生全部完成，48%的同学完成8个
以上。和仍然是线下课堂教学为主的4 班相比，在阶段性测试
中，“稀缺与选择”这个知识点考核中，学生的得分明显较
高，课堂上学生也更加主动积极，在课后学生也会和老师探讨
更多话题，课程思政效果显著，实现了“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有机统一。

经过一轮教学实践，19 会计4 班是传统教学班级，采用学
校统一的期末考试，19 会计5 班采用在线平台过程性考核，结
果发现，19 会计4班学生平均成绩78.38 分，19 会计5班学生
平均成绩 8 3 分，高于传统教学班，同时学生成绩呈现正态分
布，且据教师调研，更能真实的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效果。
在学习结束后，5班很多同学仍会在学习通上问教师经济学相关
热点及考点，基于“在线平台和课程思政”的《经济学基础》
教学实践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到达了教学改革的目的，对后续
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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