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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有效途径 
杜浩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经济学原理”是我国人文社科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将其与思政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打破了思政学科与经济学
科间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可合理化拓展“经济学原理”通识课程的思政内涵，对学生建立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具有重要促进作
用。基于此，学校应能开发有效途径，将“经济学原理”课程科学的渗透到思政教育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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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政教育是具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途径，尤其

对于青少年阶段，是他们‘拔节孕穗期’，更需要精心引导与栽
培。新时代背景下，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知识容量
迅猛增长。在此形势下，教育对象的特性发展巨大的改变。同
时，教育场所的深刻变迁，都为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与挑战。从教育本质上进行分析，学校在具体开展思政教育
工作过程中，能否快速适应教育元素的变化，以及社会赋予学
校的神圣育人使命；能否给予学生更加科学、具有针对性的教
学课程，关键在于授课教师是否能把握思政教学规律。基于此，
教育工作者应能在意识形态上真正与时俱进，基于新的时代发
展背景下，能将“经济学原理”课程，科学的渗透到思政教育
工作的各个流程中。进而，运用更具有特色的教学模式，帮助
学生建立全新的学习视野。使学生在学习思政课程上，在对经
济学理论知识进行了解的基础上，能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同时，学校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进行有机融合，
使学生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能培养学生逻
辑思维能力、价值选择能力。 

一、合理化拓展教学资源，强调术与道的有效结合 
（一）基于“经济学原理”课程，引导学生建立正确价值

观 
学校应能在充分满足学生求知需求的基础上，将利于他们

健康、全面成长的知识科学的融入到思政教育内容中。基于“经
济学原理”课程中的消费行为等，使学生能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消费观。具体而言，教师通过对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的观察与分
析，针对他们冲动消费、炫耀消费、攀比消费等不良现象，应
能将消费者行为理论知识科学的融入到思政课堂上。在此诉求
下，教师应能采用更加轻松、自然的方式，对学生的消费观等
进行引导。例如，教师可将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核心要点与思
政教学内容进行科学融合。借助于多媒体技术将理论知识进行
生动化展现，确保思政课堂的趣味性。并能结合具体的案例，
令学生能积极融入到课堂讨论氛围中。使学生能对自己的消费
行为进行反思，令他们能进行积极的改善。 

（二）依托于经济学视角，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理想观 
学校开展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学生能建立一定的

能力，使他们能更好的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因此，教师在
开展思政教育工作过程中，应能依托于经济学视角，帮助学生
建立正确的理想观。尤其，针对当下严峻的就业问题，教师应
能科学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并督促学生能基于不断的自
我完善下，提高他们的综合创业能力。基于此，思政教师可将
企业行为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即引导学生能够在有限的资源
下，对其进行科学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应使
学生建立端正的思想政治态度。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不能做出损害他人利益，或是侵害国家财产的恶性事件发生。
因此，教师可将“经济学原理”课程中的企业行为理论与思政
教育中社会责任感教育内容进行有机融合。使学生未来在创业
过程中，在注重创造经济价值时，能实现社会价值。 

二、积极完善教学模式，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 
（一）基于课堂集中授课模式，夯实学生理论基础 
教师在课堂上，结合“经济学原理”课程开展思政教育工

作过程中，应能科学把握话语传统的有效性。就教师教学设计
来说，应能在保证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外，应能预留出更多交流
时间给学生。使学生在课堂上能针对具体的学习问题，与教师
及其他同学展开讨论。同时，教师应能巧妙的抛出有效性问题，
对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进行检验。并能基于合理的化的意
见，使学生能明确自身学习的优势与不足。就课程完善程度而
言，教师应能将“经济学原理”课程，科学的融入到思政课堂
上。即针对学生当下实际存在的观念问题，渗透具有一定针对
性的理论知识。如，思政课堂上通过融入经济增长理论课程，
使学生能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规律产生正确的认知。确
保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以更大的格局与视角，完善自身的
不足。从而，使学生在建立健全人格的基础上，能将个人价值
实现融入到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进程中。 

（二）融入课外实践活动，使学生将知识与社会服务进行
融合 

教师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过程中，应能从知识型人才培养
转向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战略层面上。使学生能将理论知识融
入到社会实践中，促使其内化吸收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能意识
到知识与社会服务的相互作用与关联。教师可带领学生走出课
堂，进入农村，使学生能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形成有
效认识，并能了解三农问题已成为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在引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过程中，令学生将“经济学原
理”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真正与社会问题产生联想。使学生基
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形势等进行深入了
解。并能激发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们能建立
运用自己的才能服务社会的意识。这样，不仅可帮助学生树立
远大的理想，还可使他们找到明确的学习目标与学习意义。 

结语： 
总之，教师应合理化拓展教学资源，强调术与道的有效结

合；积极完善教学模式，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从而，
深入挖掘经济学科的优势，提炼“经济学原理”课程中蕴含的
文化基因，将其转化为思政教育具体化教学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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