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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仿软件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优化探索 
肖斌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湛江  524088） 

摘要：西方经济学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开展实验实践教学，难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理论知识于经济实践的能力，这就造

成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节，难以满足“新文科”建设的教学目标。在中央文件指导下，结合经济学虚拟仿真软件优势，对西

方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优化，对课程能力目标层次化，采用理虚融合、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联动教学模式，构建综合教学评价体系，

在培养应用型教师、以赛促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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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Optimiz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 Based on Economics Virtual Simulation Software 

Xiao bin 

（Zha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anjiang，Guangdong，524088）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western economics curriculum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experimental 

practice teaching，and it is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economic 

practice，which leads to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social needs，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teaching goal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Combin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economics virtual simulation software，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of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Course objectives are hierarchical，combine theory with software，

in and out of class、online and offline linkage teaching mode，build a comprehensiv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cultivating 

applied teachers，promote educ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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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

出“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1]，为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等院校应注重应用能力的培

养，努力构建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课程体系。 

“西方经济学”是高等教育院校经管类的专业基础课，其设置

目的在于让学生系统了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般规律、基本原理，

树立经济学问题意识和经济学思维，培养综合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

的能力[2]。从授课内容来看，其知识内容来源于对现实经济的高度

探索概括，所以，课程既呈现出典型的理论性与抽象性特征，又具

有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根据课程性质其授课对象一

般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刚进入大学，缺乏社会实践经历，

较难体会与理论相关的现实经济现象，以及实际经济问题的具体分

析应用。传统教学过程主要采用以理论知识讲解、期末卷面考试考

核的方式，同时由于受到实验室场地、学时、实验硬件软件及成本

等因素的限制，很难开展实验实践教学，难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

知识的能力。学生不知如何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经济实践的情况，这

就造成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节，难以满足新时代背景下社会

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要求，难以满足“新文科”建设的教学目标，高

校实行以提高本科生能力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为更好地实现西方经济学课程能力培养目标，教学实践环节是

课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教学模式的快速

发展，在互联网环境中使用虚拟仿真技术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的有

效途径[3]。引入经济学综合仿真实验软件，优化西方经济学课程教

学，是当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教育改革重点之一。本文基于经济学综

合仿真实验软件的应用优势，优化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总结教学

实践效果，提高教学水平，不断改进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一、经济学虚拟仿真软件应用到西方经济学课程中的优势 
（一）学生可体验多种场景下的经济规律 

该软件虚拟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环境，具体包括要素市场和

产品市场（含消费品市场、原材料市场）组成，这些市场的参与者

主要是消费者群体、制造厂商、政府机构[4]。在消费品市场经营的

制造商主要是家电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在原材料市场经营的厂家

主要是钢铁制造商，通过市场上厂商数量有差异，体现不同类型的

市场（垄断或竞争）。软件设置了政府事宜、经济预测、订单竞标、

商业贷款竞标、劳动力竞标、土地竞标、铁精粉竞标、钢材交易、

家电汽车交易、生产、交付、绩效等多种场景[5]，学生可以通过软

件体验不同场景下的经济规律，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实践难的问题。 

（二）学生可以模拟不同的角色解决经济问题 

该软件设计让学生团队可以模拟扮演政府、家电厂商、钢铁厂

商、汽车厂商、消费者这几种角色，每个团队内部可分工不同岗位，

例如总经理、生产总监、财务总监等。小组团队需要通过竞选才能

当选政府，当选政府后可以颁布当年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厂商团队需要应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进行理性经营决策，例

如订单竞标、产能计算、商业贷款竞标、土地竞标、劳动力竞标、

小组谈判博弈等。最终，使学生能把所学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验场

景分析和解决遇到的经济问题。这种实验解决了传统教学中教学方

式单一、“满堂灌”的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

能力。 

（三）教学可采用多维的评分方式 

该软件教学评分模块可对不同的小组进行评分管理，它包括两

个部分：团队考核和学生个人考核。团队得分包括权益排名得分、

课堂参与、经济学知识分享+实验报告、宏观经济目标分数；学生个

人分数=团队分数+团队意识内部评价+出勤率[5]。模块有自动评分

与手动评分部分，可设置“累计抢答得分”、“宏观经济目标得分”、

“实验报告得分”、“权益排名得分”的权重，可对抢答次数、考勤

列表、实验报告得分手动录入。评分完成后，可以将学生的成绩导

出，解决了传统教学中考核方式单一的问题。 

（四）可 24 小时异地联网使用软件 

该软件是 B/S 模式，即浏览器和服务器架构，在这种架构下，

客户端上安装了浏览器软件后，师生即可 24 小时异地联网使用软

件。这意味着师生可打破传统课堂学时、场地的限制展开教学与学

习，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在不同的虚拟场景、模拟不同的角色反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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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验，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拓展、补充和提升。 

二、基于经济学虚拟仿真软件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优化设计 
（一）课程能力目标层次化 

结合社会经济环境、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用人单位的外部需求

与本科院校教育资源，西方经济学课程总目标设置为“知识+能力+

素质”三维人才培养目标有机融合，依据总目标再设计章节教学目

标、课时教学目标，进而确定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目标体系。

由于引入经济学综合仿真实验软件，在此重点把能力目标进行重新

梳理，为课程内容的选择提供依据。对能力目标设计的原则是层次

化，其宗旨是以人为本，以学情分析为基础，因材施教，动态调整

教学策略。 

层次化能力目标具体见表 1，即分为所有学生都能达到的“基

本能力－－树立经济学问题意识和经济学思维，能说出常见经济现

象特性”；大多数学生在努力后可以达到的“综合能力－－综合应用

专业知识分析、总结、解决常见经济问题”；对于少数学有余力学生

争取达到“创新能力－－能预测、研究、解决复杂经济问题”。具体

来说，对于后进生来说，他们只需要具备最基本最主要的能力，对

于中等生来说，他们要努力厚积薄发，着重培养分析综合能力。而

对于优等生来说，需要拓展知识，灵活运用，具有综合知识和灵活

创新的能力。 

表 1  层次化能力目标 

基本能力 树立经济学问题意识和经济学思维，能说出常见经济现象特性。 

综合能力 会综合应用专业知识分析、总结、解决常见经济问题。 

创新能力 能预测、研究、解决复杂经济问题。 

（二）理虚融合、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联动教学模式 

由于经济学综合仿真实验软件可 24 小时异地联网使用，结合其

他信息技术手段，西方经济学课程可采用理虚融合、课内课外线上

线下联动教学模式（表 2），将理论知识讲授、虚拟仿真操作结合，

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提高技能。 

表 2  理虚融合、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联动教学模式 

线上 
“雨课堂”平台完成预习任务，mooc 平台学习视频，24 小时 B/S 模式经济学虚拟仿真实验，线上习题、

测验，学习群答疑交流，提交实验报告，学科竞赛指导 课外 

线下 预习复习教材、小组研讨案例，拓展阅读 

线上 经济学虚拟仿真实验，小组实验成果展示 

理虚融合 

课内 
线下 课堂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讲授经济理论和实验步骤，案例分析总结，习题测验总结，实验报告点评 

课外课前借助“雨课堂”、MOOC 平台，学生在线上完成西方经

济学课程相关理论知识的预习和讨论，自行观看课程理论知识点视

频、经济学综合仿真实验软件操作演示视频，实现新知识的初步认

识，在初步了解操作步骤和要点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学仿真实验的自

主练习，深化知识理解；教师根据信息化平台的数据统计和反馈，

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动态调整教学策略，课内线下教师在课堂通过

问题启发、案例讲解、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汇报交流等多元化教

学方法，着重讲解课程要求掌握的理论重点知识和学生不易理解的

难点知识、仿真操作的难点，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再认识。对应课

程内容学生分组线上使用经济学综合仿真实验软件模拟不同的角色

做专题实验，教师现场指导，最后小组实验成果展示，教师点评，

学生从中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验场景遇到的经济问题，专业能力有

所提高。由于虚拟仿真实验不受时间、场地及实验条件的限制，课

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行反复操作练习，直至完全掌握为止，且操

作环境绝对安全可靠。学生线上提交实验报告，师生在学习群交流

答疑，学生自我拓展阅读，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整个教学

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建立“理虚融合、课内课外

线上线下联动”教学模式，实现学生和教师的预习、讲课、实践、

交流、复习、评分、科研等多方面的需求，教学效率得到提高，增

强了实践技能，课程得到有效拓展，促进了师生教与学的交流，使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三）构建综合教学评价体系 

随着教学目标的完善及教学模式调整优化，课程评价指标也应

满足应用型能力的培养要求，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构建综合性教学评价体系。 

经济学综合仿真实验软件教学评分模块包括：团队考核+学生个

人考核，自动评分+手动评分[4]，体现了多样化、主观与客观相结合

的综合性过程性评价，评价结果注重实践能力。再结合预习任务的

完成度、学习视频完成度、习题测验成绩、课堂考勤、课堂提问、

小组研讨等线上线下评价，评价结果注重理论知识和创新能力的考

核。期末考试是常规的卷面考试，体现终结性评价。评价指标的比

重在实践摸索中不断调整，期望能促使学生积极学习，改变以往教

学评价“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引导学生在深入理解理论的基础

上获得高水平的实践能力，达到层次化目标。 

（四）培养应用型教师 

应用型人才离不开应用型教师。现代大学教师不仅要有“复合

型”知识，而且还要有较强的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首

先，教师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直接决定了教师采用怎样的教学形式

来开展教学活动，因此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之下，我们需要强调创新

教学理念，同样也需要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增强教师在信息

化环境下创新教育教学的能力，提高使用数据进行教学和评估的能

力，并提升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在线学习的能力。因此学校要创造培

训条件，将教学信息平台使用、录课制作、习题的制作与发布、课

前分析、课后辅导、虚拟仿真软件操作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培训

重点，让教师熟练应用各种线上教育资源于教学中，能自主录课与视

频剪辑，能灵活应用各种教学信息平台与工具。其次，学校应采取一

定措施，鼓励经济学专业教师到社会各类型单位中挂职锻炼，使得经

济学专业教师熟悉社会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获得相关工作经验。也

就是说，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教师自身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应用能力。 

（五）以赛促教 

经济类专业依托学科竞赛培养具有经济学类应用型创新人才逐

步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也是当今高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的有效途径[5]。适合经济学类的学生参加的学科竞赛例如有“全国

大学生 ERP 沙盘大赛”、“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大赛”，以及各类经济金融

机构主办的模拟交易大赛、技能大赛等等，在参加各类竞赛中，往

往需要学生将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这便多角度、

多层次地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这一过

程对于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经济问题分析能力的提升

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学生可以在竞赛过程中发现自己基础知识的

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增强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论基础随之得到巩

固和夯实，即所谓的“干中学”。此外，在竞赛过程中，学生们能够

真正地体会到所学理论的应用价值，将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赛后对所

学专业的信心和积极性，并持续性地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

当中，这无疑将巩固学生的专业基础。为了取得更好的竞赛成绩，

指导教师往往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融入竞赛方面的指导，课堂

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将随着竞赛的普及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进而加

快了经济学类的教学改革进程。比如，为了提高学生参加“全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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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的成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经济学

综合仿真实验软件的指导，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学科竞

赛对教学改革的促进。 

三、教学实践效果 
本文提出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优化设计，经过教学实践，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显著提高，实践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

部分优秀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并获奖，教师教学技能有所提高，

累积了较完善在线课程资源，相关的多个科研项目立项成功，教学

改革成效显著。 

（一）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选取 2019 级和 2020 级经济学专业各一个班作为研究对象，两

个班由同一名教师授课，人数都为 36 人左右，2019 级采用传统的

教学模式，2020 级采用优化后的教学模式，对比两个班级的期末考

试成绩。两个班学生之间的年龄和性别没有显著差异（p>0.05），无

统计学意义，不在此罗列有关数据，成绩分析结果见表 3 所示。实

验班的平均成绩 72.14 明显高于传统班 65.92，测试成绩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实验班中“优”“良”的

比例明显高于传统班，并且“不及格”的人数也明显低于传统班；

这说明基于经济学虚拟仿真软件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优化可

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表 3  期末考试成绩分析表（ sx  百分制） 

传统班（n=37） 实验班（n=36） t Sig.（双侧）

65.92±8.59 72.14±9.55 -2.927 0.005 

 

图 1  成绩对比图 

（二）学生反馈 

为调整与改革课程，西方经济学课程在每期课程结束都会对学

生以调查问卷、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与了解学习的效果。学生普遍

认为课前预习任务使得预习有更明确的范围与重点，结合在线视频，

有效提高预习效率，因此课堂的听课效率也提高了。98%的同学认

为课堂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很有趣，能够被吸引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学习效果不错，师生关系良好。92%的同学认为课后的测验、讨论、

拓展阅读等都能有效提高复习效率，加强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通

过模拟多种角色使用经济学虚拟仿真软件后，98%的同学认为能够

口头和文字的准确使用经济学理论描述常见经济现象，73%同学认

为会综合应用专业知识选择合适方法分析常见经济问题，88%同学

认为能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解析典型经济学的相关案例。从整体反

馈来看，课程优化教学后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能力的培养是较为

有效的，但也有部分学生反映融入经济学虚拟仿真软件的内容使得

课程容量较大，加重了学习压力。 

（三）教师反馈 

从对教师的访谈来看，教师普遍认为学生课前预习、视频学习、

在线测试等任务的完成质量较高，视频学习完成率和在线测验通过

率均达到 95%以上，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气氛活

跃，师生沟通互动良好。同时，学生积极参加线上、课内讨论，强

化知识的学习和巩固。教师教学技能有所提高，累积了较完善在线

课程资源，相关的多个科研项目立项成功，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

“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全

国大学生互联网+大赛”等学科竞赛中，可见，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

优化后，既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也利于教师教研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基于经济学虚拟仿真软件对西方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优化，以

虚拟仿真宏微观经济场景为支撑，采用层次化课程目标、理虚融合、

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联动教学模式、构建综合教学评价体系，在培养

应用型教师、以赛促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实

践表明，这样的教学优化可有效弥补传统课程实践的不足，优化了

教学环境，丰富了教学方法，增进了师生关系，改善了教学效果，

使理论讲授与提高能力有机结合、学科竞赛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

有利于培养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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