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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思政的内在机理

1. 课程思政的内在机理 1

“课程思政”是指围绕立德树人目标任务，通过开发

各类各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一种教育形式。“课

程思政”理念更注重从各类课程中提炼出本门课程教学

内容中所体现的思想政治素养，在教学过程中，通过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学生在提高专业技能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思想政治素养，为学生提供正确的价

值导向。“课程思政”提现了思政课程与各类专业课程的

协同性，将思想政治理论有机地融入专业课的教学过程

中，能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产生认同感 [1]。

2. 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理想

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新时代

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

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

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国际市场开发、

国际商务谈判、外贸业务跟单、跨境电商操作等专业技

能；面向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外贸相关行业，

能够从事传统国际贸易与跨境电商操作、运营与管理相

关工作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

人才培养目标充分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培养

学生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创新意识，特别是工匠精

神和职业道德，这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思政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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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指明了道路。

3. 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思政的内在机理

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主要有国际贸易理

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商务单证实务、外贸英语函电、外贸跟单实务、跨境

电商实务、报关实务、进出口操作实务、国际商务谈判、

国际贸易地理、国际货运代理等课程。从开设的这些课

程可以看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旨在提高学生的专业

知识应用能力、外贸岗位职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人

际交往能力，这正是专业能力和道德品质所涉及的能力。

从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中可以看出，在教学过程中应注

意立德树人，在教学过程中兼顾专业知识传授与正确价

值引领，二者要彼此融合，正确的价值引领要渗透到专

业知识传授中，做到真正的“润物细无声”[2]。

二、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高校院校主要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高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将每门专业课的思政元素挖掘出

来，融入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报关实务课程要求学生掌

握报关企业、报关员、海关基本知识及国家外贸管制的

基本内容、进出口过程当中关税、国内环节税及各种费

的计算、一般进出口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保税货物

等不同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流程、掌握进出口商品归类知

识以及进出口报关单的填制方法的知识。培养学生搜集

资料、阅读资料和利用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

工作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团体协作精神及职业素质。

国际货运代理课程使学生掌握国际货运代理基础知

识，熟悉国际货运代理的业务操作流程，养成从事国际

货代业务的职业素养，能能代理客户安排国际货运的订

舱、报关、报检操作业务、能代理客户安排货物进出港

口（车站、码头和保税仓库）、代理保险、能为客户设计

经济、安全、风险较小的国际货运方案、能代理客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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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索赔；培养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能很好地与人共事；

形成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

国际商务谈判课程使学生学会制定商务谈判方案、

能够地运用商务谈判的基本策略与方法进行商务谈判、

掌握一定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掌握商务谈判的

概念及特征、内容与种类、商务谈判的程序、商务谈判

各阶段的方法、策略与技巧、常用的商务谈判礼仪和礼

节、商品买卖谈判的内容与程序。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

与修养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学习、工作主动性、培养学

生的协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商务英语信函的写

作能力，要求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准确把握商务

信函要旨，根据特定的商务情境以及给定的商务资料，

运用适当的书信格式，正确得体的商务专业术语，完成

函电书写工作任务；培养学生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

观和个人职业素养。国际商务英语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学

习获取相关话题的商务和跨文化知识，通过阅读掌握跨

文化商务语境中英汉表达的差异，掌握一定量的商务词

汇以及他们在中文语境中的确切含义，听力方面，能够

总结谈话或讨论的目的，推测说话人的角色，理解所表

达的意见 [3]。

国际市场营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国际市场营销能力，

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具备进行国际市场营销

策划的能力，具备进行国际市场研究的能力，具备制定

国际经营战略，选择国际目标市场并进行市场定位的能

力，具备进行国际市场产品决策、定价决策、分销决策、

促销决策等方面的能力，提高分析和处理国际市场营销

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旨在培

养学生掌握有关国际贸易术语和国际惯例，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内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商定与履行

法律程序及违约的各种救济方法，熟悉国际贸易的各种

方式。

国际商务单证实务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国际商务

单证流转过程，能根据合同或信用证熟练缮制各种国际

商务单证，能安全收汇或付汇；同时能对企业外贸单证

进行有效管理。外贸跟单实务课程以跟单员岗位需求为

目标开展课堂教学，采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和实践一体

化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跟单员岗位真实工作任务为

载体的表现形式，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处理

外贸订单、转化生产订单、跟踪订单进程的能力，在订

单履行过程中发生异常现象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客户、工厂以及公司内部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协作的能力。

跨境电商实务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掌握进出跨境电商

操作与运营能力，主要包括 B2B 和 B2C 平台操作和运营

能力。进出口操作实务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出口操作和进

口操作能力包括建立外贸业务关系、报价、还盘、接受、

履约等能力。国际贸易地理课程使学生能够对我国的进

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市场的分布变化等情况有一个全面

了解，能运用其基本理论、观点来研究贸易活动与地理

条件的关系、商品流通地域分布及其规律性的形成；能

考察、分析或预测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能用形

象的语言表达各类地图、图表及经贸数据的含义。国际

贸易理论课程主要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国

际贸易理论各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国际贸易政

策的各项措施，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并

能运用所学知识简单分析各种经济贸易现象 [4]。

三、创新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模式

1. 协同育人

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坚持三大课堂

协同、校政行企协同、国内外协同，依托各种中外人才

培养项目，如“2+2”、“1+2+1”等和教育部创新人才培

养实验区、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校外协同育人实践教

学基地和平台等多渠道培养人才。

2. 模式多元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增设“双学位”、“主辅

修”、“微专业”等，增加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性和加

快专业现代化升级。“微专业”利用“小而精”的方

式，有利于弥补大学专业划分过细、口径过窄及培养

周期过长问题，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水平

的人才。跨界融合人才培养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旨

在培养具有跨学科专业背景和合作能力的新时代的大

学生。“数字贸易”是外贸发展新业态，符合新文科建

设宗旨，可以作为微专业先行开设，培养数字经济时

代，高端外贸人才。

3. 体现特色

中国的高校基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工科背

景的高校其国贸专业正好可以融入部分学校的理工强势

学科内容，正好体现新文科的特点，如广东工业大学的

国贸专业就融入工业产品包装设计、产品性能与出口特

性等方面的知识；财经类大学的经、管、法专业基本都

是优势学科，可以很好体现国贸专业“商法融合”特色。

另外，学校可以发展特色设立一些品牌活动，如“模拟

广交会”、“模拟商务谈判”，借鉴已有品牌活动的成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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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进一步创建商法融合、商技融合特色品牌活动，如

“国际贸易法律知识竞赛”、“模拟仲裁法庭”等，提高

学生对进出口贸易中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认识和运用能

力 [5]。

四、结束语

通过运用案例教学、讲授法等多种灵活的教学方法，

将思政教育融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中，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思政内容的积极性，使学生提高专业水平的同

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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