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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一思五项六要素”

教学创新模式

朱逸轩

（新疆科技学院）

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高校课程建设中，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必须

从整体上落实。宏观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科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它是学生理解、认识和分析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基于

本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需加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以提高大学生“四个自信”，提高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实际问

题的研究与处理能力。然而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教学教学痛点：学生缺乏正确的学习目标，学习兴趣较低；课程以知识灌输为主，

重理论轻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较少。基于以上课程教学痛点问题，可利用“一思五项六要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对宏观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课程思政		“一思五项六要素”

Macroeconomic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of "five thinking and six 
elements"Teaching innovation mode
Zhu Yixuan

（Xi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akes	"moral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which	is	to	train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I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must	be	 implemented	as	a	whole.	As	a	public	basic	course	of	 the	university	
economics	discipline,	macroeconomics	is	a	basic	subjec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macro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is	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four	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research	and	deal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hina's	macro	econom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teaching	pain	points	in	teaching	practice:	students	lack	correct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low	learning	interest;	courses	mainly	knowledge	indoctrination,	emphasizing	theory	over	practice	process;	les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teaching	pain	points	of	the	above	course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one	thinking,	five	points	and	six	
elements"	can	be	used	to	innovate	the	teaching	of	macroeconomics	courses.
Key words:	macroeconomics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one	thought,	five	points	and	six	elements"

前言 ：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学科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对建设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传
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为适应当前新时代数字经济和课程思政以及
新文科教育发展趋势的需要，深挖传统课堂教学中的痛点问题，提
出“一思五项六要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有效解决教学痛
点，提升授课质量，使学生学而有思、学而有趣、学而有用。通过
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建设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引导学生投身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增强自身本领，聚焦中国现突经济问题，培育社
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教学实践的真实痛点问题
（一）缺乏正确的学习目标，学习兴趣较低
基于教学团队关于经济学实践教学改革研究的原始调查数据。

2020 年度，以新疆技术职业技科技学院 2020 届本科生共 500 人为
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将抽样中缺少的样本进行筛选，共获
得了 446 份，总有效率达 89.2%。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学生只是想
通过期末测试，而不了解该科目的实际意义。在调查问卷调查中，
98.60% 的调查对象并不明确调查对象，仅 11.8% 是真正对科目学
习感兴趣。

（二）以知识灌输为主，重理论轻实践过程
从实际教学情况角度，宏观经济学课时量有限，很难在课堂

上进行实验，所以，诸如会计、金融、贸易等专业，以及一些专业
的经济类实训课，这些课程都安排在本科学习第三年开设，学生

没有充分的学习和巩固知识，所以对于本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扎实，
这就削弱了学习效果，甚至在挑战杯、“互联网 +”等专业比赛中，
在完成了毕业论文的撰写时，也缺少了一些专业理论素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较少
马工程系列教科书从教材到教学的角度而言，都是将思想政

治的内容纳入到了课程的学习中，但这些课程常常是独立的，在将
专业理论知识与课程思政相融合方面有欠缺，学生也较难理解。而
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个案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国外经济发展的
相关资料或文献，较少有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个案，这明显地阻碍
了学习者对其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的认知，不利于将专业知识理论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教学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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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课程教学痛点问题，利用“一思五项六要素”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宏观经济学》进行教学创新 ：“一思”即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贯穿整个课程教学内容，
以“五项”即热点案例研讨、专业知识辩论、战队成果展示、实践
大赛比拼和经济态势分析五个特色项目嵌入 BOPPPS 教学模型即导
入（Bridge-in）、目标（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
学（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与总结（Summary)
这“六要素”中，通过对课程理论及配套实践内容的设置，运用大

学慕课、智慧树、雨课堂、超星等线上教育资源，充分运用好课前、
课中、课后各个环节，将经济理论知识，社会经济现象与思政元素
充分融合，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混合式交叉使用，将现代信息技术
与课堂教学深度结合，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
教学质量，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培养学生坚
定	“四个自信”，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创新型、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结构框架如下图 ：

三、教学内容重构
（一）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整合
线上教学资源
1. 借助“学习通”平台，实现“智能”教育。以雨课堂和超

星学习通为依托，把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宏观经济教学有机结合
起来，形成了一个涵盖教学设计、智慧课堂互动、教师辅导、学生
练习、作业反馈、评估等多个功能的智慧教育系统。

2. 利用微信和微信群，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利用	FT 中文网，
泽平宏观，财经郎眼公众号，学习强国软件，让同学们及时了解中
国和全球的宏观宏观形势 ；利用在群内分享及推荐的重点内容，让
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对宏观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
的作用，培养其国际化洞察力。

线下教学资源	
1. 加强课堂与教材的结合，加深课程内容的深度。重构课程

体系，有效地安排了线上课程，使课程内容更加充实 ；课堂上注重
对困难的解释和对离场的转换，强调以学习为主，以学习为主。选
取《西方经济学 ( 第二版 ) 下册》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建设
工程的必修课，使其与学科课程相结合，达到立德树人、育人与育
人的目的。

2. 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学科实践。运用情境模拟、现代制造
业与服务行业的一体化模拟训练，实现“务虚”；以认知实习、经
贸企业和企业调查为基础进行“务实”研究。教学内容方面，以习
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融入宏观经济学专业知识讲授 , 将
专业内容讲透彻 , 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讲明白 , 将思政教育讲得
润物无声。让学生做到讲好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助力中国建设。

（二）教学过程与方法
《宏观经济学》“一思五项六要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创新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贯穿整个课程教学内

容，运用热点案例研讨、专业知识辩论、战队成果展示、实践大
赛比拼和经济态势分析五个特色项目嵌入 BOPPPS 教学模型即导
入（Bridge）、目标（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

（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与总结（Summary)
中，通过对课程理论及配套实践内容的设置，运用大学慕课、智慧
树、雨课堂、超星等线上教育资源，充分运用好课前、课中、课后
各个环节。

四、考核评价体系
（一）过程考核
课前通过网络学习平台检测学生课前教学视频观看进度和课

前测试完成情况给与课程积分占比10%。课中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
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将热点案例研讨、专业知识辩论、战队成
果展示、实践大赛比拼和经济态势分析五个特色项目中学生的具体
表现作为过程考核的内容，通过学生互评、教师点评形成考核积分
占比 30%。

（二）期末考核
宏观经济学是一种重要的基础类学科，它的最终评价应该是

学科的综合素质，而在试题的选择上，要尽量避免“死记硬背”的
内容，而要注重对经济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分数
在课程总评中可占比 50%。

（三）实践考核
课后学生反思整合知识、归纳总结学习收获、分享学习心得、

交流学习经验情况，学生运用经济类相关知识参加各类实践比赛以
及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情况纳入考核加分项中，占比 10%。

总之 , 在考核评价体系方面应以能力考核为主 ,	并且在专业考
核的同时恰当融入思政元素。

五、教学案例

《宏观经济学》第七章节宏观经济政策教学过程教案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内容

课前
导入 (B）
目标 (O)
前测 (P)

预习环节

导入 (B) ：推荐学习大学慕课
mooc 中相关视频（中央财经大
学，第5期）；发布相关预习课件。
2. 目标 (O) ：学生掌握宏观经济
政策原理及其影响 ；了解中国
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沧海巨变的
内在逻辑。
3. 前测 (P) ：发布预习测验 ；提
前布置战队作业 ：新中国成立
至今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

1. 慕课学习。
2. 根据任务预习课件回答提
问、做题检测预习情况
3. 反馈提问。
4. 完成战队作业 : 新中国成立
至今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
的 ppt 制作。

1. 自主学习大学慕课 mooc 宏观经济政策这一章节相
关视频。
2. 完成雨课堂完成相关预习测验。
3. 收集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相关
案例，根据所学知识简单分析并制作。

（根据学生预习情况给与相应课堂积分）

下转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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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体，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更为稳

固区域友好合作关系奠定基石。除此之外，为了延展信息渠道，地

方高校运用一切有效渠道，积极地为留学生提供就业机会，使得高

校的人才定位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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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扬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2 年度扬州市社

科联社科重点课题（编号 ：2022YZSKL103），扬州市职业大学

2021 年扬州市职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编号 ：

2021SKB11）项目成果

教学设
计目标

1.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2. 学生对章节理论知识框架有大致了解初步了解中国经济建设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3. 初步了解中国经济建设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课中
参与式
学习 (P)
后测 (P)

环节 1 ：
评预习，
引入章节

（10 分钟）

检验学生的预习情况，通过对
预习内容的总结引入课程内容

1. 参与战队成果展示 ：
以战队形式分别展示预习成
果。
2. 对其他战队展示成果进行
评价。

1. 学生以战队形式在讲台讲述 ：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相关案例，根据所学知识
简单分析。
2. 教师对学生收集案例进行总结、点评。

（根据学生展示和点评情况给与相应课堂积分）

环节 2 ：自
主学，理
解概念

（10 分钟）

使用雨课堂随机点名的方式，
请学生讲解货币政策相关概念

1. 快速浏览书中相关内容，
勾画出重要概念。
2. 阐述相关概念和自己对概
念的理解。

1. 学生找到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相关概念（公开
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
2. 理解分析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
用以及原因

（根据学生回答问题情况对应课堂积分）

环节 3 ：抛
问题，发
散思维

（25 分钟）

抛出辩论问题 ：经济发展过程
中我们应该多存钱还是多花
钱？

1. 分析教师提出的问题，思
考自己的立场。
2. 参与专业知识辩论 ：根据
所学知识，发表自己的观点
进行辩论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消费对国
民收入增长有利。以专业知识辩论形式让学生从
不同角度讨论 ：消费、储蓄、国民收入的关系
根据学生辩论情况给与相应课堂积分

环节 4 ：解
案例，聚
焦生活

（35 分钟）

展示相关案例，
案例 1 ：2020 年中央经济会议
中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决议
案例 2 ：对比疫情前后中国以
及世界其他国家 gdp 增长率、
失业率情况。

1. 快速浏览相关案例，记录
关键语句。
2. 运用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
阐述自己对于案例的看法。	

2020 年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可持续性。2020 年中国经济“逆势增长”。
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 4.4%。相较之下，中国经济
保持 2% 左右的增长。中国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党
领导、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正确制定和实
施。
根据学生对于案例分析情况给与课堂积分

环节 5 ：发
测验，检
验效果

（10 分钟）

通过雨课堂发布课堂小测验
根据所学知识完成课堂小测
验相关问题

总结不同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运用。
根据学生答题情况给与课堂积分

教学设
计目标

1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散思维能力，理论结合实践的运用能力。提高学习兴趣。
2 通过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宏济经济调控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党和人民的不懈努力，增强学生对
党和祖国的认同感、自豪感、责任感。

课后
总结（S）

总结、分析、
改进

1. 总结课堂教学效果，
改进课堂教学方式。
2. 鼓励学生参与各类
实践大赛

1. 归纳总结学习收获、分享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
2. 运用经济学知识参加实践大赛，如：“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
市场调查大赛等

教学设计目标
1. 教师调研、总结、分析教学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制定出有效的教学改革路径
2. 学生学以致用，将学生只是理论运用到生活中。

小结 ：
利用“一思五项六要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宏观经

济学进行教学创新，利用大学慕课、智慧树、雨课堂、超星等多种
教育资源，更要充分利用课前、课中、课后各个环节。在进行教学
创新时，需将经济理论知识，社会经济现象与思政要素充分融合，
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混合式交叉应用，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
深度结合，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教学质量。
从而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复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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