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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思政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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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大思政教育格局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等专业的核心必修课，按照教育部发布的《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结合课程内容挖掘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专业课教学中，以达到春风化雨、

隐性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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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大思政教育格局下，“课程思政”的观念已经深入

人心，各高校掀起课程思政建设的热潮，最具指导意义的官方文

件是2020年 5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它对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重点内容、

教学体系、不同专业思政建设要点、教师培养、质量评价和激励

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国际贸易实务》课程

思政教学就是依据此《纲要》开展设计并实施。

一、课程目标

《国际贸易实务》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等专业的核

心必修课，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要设计该课程的思

政教学方案，首先需要完善课程目标，其中要体现思政教育目标。

根据《纲要》要求，为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融

为一体，该课程目标进行如下完善：

知识目标：熟知国际贸易法律公约、惯例规则和进出口业务

流程，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条款及拟定技巧。

能力目标：具有熟练的进出口业务实操能力，对国际经贸现

象敏锐的洞察力，解决复杂经贸问题的综合能力，严谨的逻辑思

维及创新能力，以及自主学习与深度探究能力。

价值塑造目标：关注党情国情民情世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富有国家意识和文化自信，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国际视

野及经世济民、诚信经商和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二、课程思政元素选取原则及导入途径

思政元素的选取要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内容契合，并有

机融合，做到思政内容与具体课程内容紧密衔接，达到春风化雨、

隐性育人的效果。

（一）思政元素选取原则

1. 紧跟经贸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体现时代性

引导学生关注经贸领域国家出台的最新法律法规，如 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生效，原来规范货物买卖合同的《合同法》

被废止，让学生了解党情国情，与时俱进不落伍，并且树立法治

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意识和能力。

2. 密切关注国际经贸发展动态及前沿热点，提升引领性

本课程以国际货物买卖为研究对象，所以，选取的思政元素

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将最新国际经贸热点

融入教学内容中，如 2021 年 3 月苏伊士运河船只搁浅堵塞对全球

贸易的影响，学生自查资料进行深度探究，拓展国际化视野，树

立正确世界观。

3. 巧妙选取贴近现实生活的事例或案例，增强趣味性

选取学生身边的事例或跟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通过事例

分析其中蕴含的道理，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比如，讲到贸易

争端的解决方式时，可以让学生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同学之

间发生矛盾，什么样的方式最有助于解决问题且不伤和气，当

然是双方都要友善、友好协商最好。这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体现。

（二）思政元素导入途径

1. 课前导入

教师通过慕课发布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课件和视频、思政素材，

让学生课前预习、查找资料。课前思政的内容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启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带着问题参与课堂学习。

2. 课中导入

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点的时候用视频、图片、事例、案例等

素材导入思政元素，学生通过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

方式进行参与式学习。课中思政的内容往往是对知识点的拓展和

引申，加深学生对思政内容的理解。

3. 课后导入

教师课后布置作业，让学生绘制思维导图，进行总结反思。

另外在慕课中发布一些体现高阶性和挑战度的讨论题，学生自主

查询资料探究学习或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

深度探究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课后思政的内容往往是对所学内

容的总结与探索，帮助学生“自悟自省”，将思政知识入脑入心。

三、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及实现形式

本课程以完整的进出口业务流程为主线，以最新的国际贸易

法律公约、惯例规则为依据，讲授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条款及交

易磋商和履行的基本环节。每章内容都可以挖掘一些思政元素，

以下按照章节顺序，分别列出每章的知识点、思政元素及实现形式。

第一章：导论

1. 教师自我介绍——刻苦奋进、爱岗敬业、对人友善等——

教师讲述自身求学和工作经历，展示学生给老师的评价图片。

2.国际货物买卖适用的法律、公约和惯例——树立法治观念、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贸易争端——教师讲授，学生对比分析

各自效力。

第二章：商品的品名、品质、数量和包装

1. 凭商标或品牌以及产地表示商品的品质——文化自信、民

族自豪感、家国情怀——让学生举例我国驰名商标或品牌标识以

及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如“海尔冰箱”“华为手机”“烟台苹果”等。

2. 唛头的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操能力——学生根

据老师设置的条件设计包装上的唛头。

3. 定牌（OEM）应用——经世济民、责任担当——布置课下

拓展思考题“OEM在我国的应用及转型升级路径”，让学生查阅

资料探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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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贸易术语

1. 每种贸易术语下买卖双方承担的义务——辨析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给学生展示 Incoterms2020 中呈现的

每种术语的图示，让学生对比分析、课堂展示。

2. 贸易术语的变通使用——灵活应用能力——给学生补充前

沿知识：纺织品出口到美国使用 LDP 术语。

3. 贸易术语的选用——深度分析、大胆质疑、多角度思考问

题——让学生进行贸易术语选用的综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

第四章：商品的价格

1. 报价换算——严谨细致、逻辑清晰的思维能力——让学生

做各种报价换算计算题练习。

2. 盈亏率核算——关注国事天下事、国际视野、经世济民——

设计计算题，让学生体会人民币汇率变动如何影响出口盈亏。

第五章：国际货物运输 

1. 国际货运港口——民族自豪感、工匠精神——给学生展示

全球集装箱港口排名，播放青岛港桥吊工匠许振超事迹的视频。

2. 国际货运航线——关注经贸热点、具有国际视野——播放

2021 年苏伊士运河被堵塞的视频和展示有关图片，并进行讨论分析。

3. 国际货运中的船舶——民族自豪感、家国情怀——播放央

视节目《大国重器》视频。

4. 集装箱运输——民族自豪感、遵纪守法意识——让学生查

找资料了解中国是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国；进行案例分析：集装箱

装货的如实申报。

5. 一带一路与中欧班列——文化自信、大国担当——引入学

习强国新闻：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欧班列的运行。

6. 国际多式联运——关注国事天下事、具有国际视野——引

入学习强国新闻：2021 年国家提出推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第六章：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1. 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诚信、遵纪守法——引入微信公

众号新闻：伪报危险品品名导致船上火灾。

2. 出口信用保险——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家利益—— 

引入关于政策性保险的案例，让学生小组讨论。

3. 共同海损——关注世情、提高风险意识——热点讨论：

2021 年 3 月苏伊士运河堵塞引起的共同海损分摊。

4. 保险的索赔与理赔——维护国家利益、团队合作精神——

通过案例分析引起学生共鸣。

5.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知识拓展——锲而不舍的自学奋斗精神、

自主探究能力——杨良宜教授的海商法讲座与电子书免费分享。

第七章：国际货款的收付

1.票据背书转让中前手对后手承担的法律责任——诚信至上、

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引入经贸实践中的案例，学生小组讨论。

2. 汇付和托收的商业信用性质——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设

置问题让学生讨论：假如你是出口商应如何防范结算中的风险。

3. 信用证的单据买卖特点——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通过

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形成“结算单据无小事”的意识。

4. 信用证的当事人——团队合作精神——让学生总结信用证

方式下各当事人的职责，意识到各方当事人通力合作的意义。

5. 信用证的类型及业务流程——逻辑思维能力、概括总结能

力——让学生绘制不同类型信用证的流程图。

6.URC522 和 UCP600——法制教育和契约精神——通过教师

讲授引导学生通晓国际贸易惯例，严守契约精神。

7. 银行保函和国际保理——关注时代发展、开拓创新——教

师补充结算实践中的实际做法：保函和国际保理得到广泛应用。

8. 支付方式的选用——深度探究能力、解决复杂经贸问题的

综合能力——让学生参与支付方式选用的综合案例分析。

第八章：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

1. 检验条款——责任意识、大国担当——讲述中国海关承担

进出境监管职责的事例。

2. 索赔条款——批判性思维能力、家国情怀、国家意识——

引入中美华为贸易摩擦事件，让学生进行讨论分析。

3. 不可抗力条款——关心时事，关注经贸发展动态——让学

生讨论哪些事件构成不可抗力。

第九章：交易磋商和合同履行

1. 交易磋商过程——掌握商务礼仪常识，如守时践约、举止

文明、尊重对方风俗习惯等——让学生分角色模拟交易磋商过程。

2. 发盘和接受的撤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讨论在采

用现代化通讯方式下，发盘和接受有可能撤回吗？

3. 合同的签订——法治意识、运用法律依据解决经贸问题能

力——依据最新《民法典》分析合同签订的案例。

4. 合同的履行——诚信履约、遵守规则、善于归纳、实操能

力——让学生绘制合同履行的思维导图，进行合同履行模拟操作。

四、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本课程基于“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通过课前、课中和课后

三个环节，有效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等手段，并综合运用以下

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教学中。

（一）案例分析教学法

将国际经贸热点问题和案例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关注国情世

情，培养国际视野，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小组讨论教学法

开展主题讨论，通过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学生充分参与教

学活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头脑风暴教学法

针对经贸热点问题，学生畅所欲言交换各自想法，使各种设

想在相互碰撞中激起头脑的创造性“风暴”，提升学生思辨能力。

（四）启发探究教学法

本课程贯彻“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教学中不是由老师直接

灌输知识点和思政元素，而是老师发挥好主导作用，提出问题，

启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自主探究、明白真谛。

（五）情景模拟教学法

教师在教学中创设一些贸易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如

在交易磋商与谈判教学中，让学生分别扮演进口商和出口商进行

模拟谈判，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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