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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科高校教师数理素养多维提升路径 
李妍 

（内蒙古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呼和浩特  010030） 

摘要：教师的素养提升是目前教育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是以经济学学科高校教师的数理素养为研究主体，基于经济学
发展趋势，剖析了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给予经济学专业教师数理素养三维一体的界定，深入探究了高校经济学教师的
数理素养培养与提升的多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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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学与数理工具的结合使经济学学科体系更严密，通过运用

恰当的数理工具，使难以运用文字描述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被清晰、

严谨的数理语言所描述，表述更准确，思维更清晰。数理工具由此

成为经济学者表达思想、构建理论的重要工具之一，促进了经济学

的发展。例如，计量经济学的崛起原动力之一便是源于统计学各个

分支的快速发展，提升了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水平与科学性【1】。博弈

论作为一个崭新的数理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的重

要分支和经济学方法论之一。Day 将非线性科学引入到经济学中，

给经济系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不拘泥于线性分析层面，能够

更深入的了解经济现象，阐述经济深层内涵。 

目前国内外高校经济学专业非常重视对人才的数理能力的培

养。世界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实力排名前 10 名的高校，如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等，均要求学生具有强大的数理背景，能够建立经济

模型，分析经济现象，课程设置中注重数理相关课程的开设。在国

内，如北京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强调人才的经济数学运用能力；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加强数理基础的课程，意在培养学生在掌握扎

实数学基础上熟悉现代经济学工具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同时还开办

了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南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注重学生的经济

学理论素养、数理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因此，高校经济学专业教师数理素养的提升是非常重要。数理

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提高经济学学科教师对经济模型的理解，为进一

步提高经济理论水平奠定基础，完善其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助于更

好地洞察学术前沿及各学科的交叉发展趋势，提高科研能力；有助

于经济学专业教师不断的更新知识，提高学术水平，对教学活动起

到推动作用；有助于教师运用数理工具在教学及科研中进行创新实

践，进一步提高经济学教师的综合素养。 

二、经济学学科高校教师的数理素养 
从 2001 年开始，“素养”一词频繁出现在国家教育文件中，素

养与能力等概念不同在于，素养更强调知识、能力、态度的统一完

整性，超越了知识与能力单一的思维方式，凸显态度和价值观，强

调人的反省思考、行动和学习。根据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围绕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方案特点，针对经济学专业教师所需的学科

素养等，从“数理能力+数理思维+数理素养发展动力”三个维度，

对经济学专业教师数理素养综合界定【2】。 

1.数理能力。主要包含基础能力、核心能力、综合性能力三个

不同层面的多种能力成分组成，数理能力的结构则是由各种数理能

力成分所组成的动态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立体网络结构，具体的

划分如下：（1）基础能力：对经济问题的数理观察力、数理注意力、

数理运算能力。（2）核心能力：对经济问题的数理抽象能力、数理

逻辑思维能力、数理创造性思维能力。（3）综合性数理能力：对经

济问题进行数理建模能力。 

2.数理思维。（1）经济问题的数理思维理解，理解经济问题的

数理表达背后的经济含义。（2）运用数理思维分析经济现象。（3）

数理思维的深层次认知：通过数理工具及思维，探究其背后体现的

经济学内涵与思想。  

3.数理素养发展动力。（1）深度学习能力是数理素养的关键环

节。素养是可以培养与不断提升，深度学习是其发展主要动力。（2）

数理素养发展内驱动力。在数理素养理念下，教师的主动学习和实

践，以及对数理思维的情感和认知，是其重要的内驱发展动力。  

三、经济学学科教师数理素养提升路径 
数理素养的提升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

基于结合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以及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

设置的特点，以及经济学专业教师数理素养的三维一体的界定，提

出了以下的经济学学科高校教师数理素养的提升路径。    

1. 塑造学习文化。 

注重学习生态的创建，营造支持性学习环境，使教师能真正走

进数理知识、深入体悟课程的数理基础、涵养多维思维的学习习惯。 

同时，也需要有效的制度和协同发展的行为文化整体激励与促进教

师的素养发展，以环境激发教师潜能的发挥和创新欲望，促使教师

自我完善发展自身素养。 

2. 强化数理素养深度学习的培育。 

提升数理素养，深度学习是重要的一环【3】。针对提升经济学学

科教师的数理素养，其深度学习具有具体的表现：培育主动进取的

学习品质，激发教师数理学习的主动性、学习态度、学习约束力等

隐性特质，鼓励教师从实践层面运用数理工具大胆探索，主动学习

多角度多思维的探讨经济问题，逐步提升数理能力；鼓励教师加强

数学工具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养成自我反思习惯，反思是一种高层

次认知活动，形成深层次的数理工具学习的内化。  

3. 提供促进教师数理素养提升的活动载体。 

搭建多维平台提升教师数理素养，例如，举办相关培训、实行

导师制、开展主题性学习等方式，引导教师通过整合多渠道知识进

而提升数理能力和素养；科研团队促进教师整体数理素养提升。形

成相对固定的科学研究团队，合理的配比队伍的层次结构，通过团

队的科学研究，互补互助，在研究中推动成员的整体数理素养，同

时也可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科研水平，还可以通过专业和科研

水平的提高，反哺于教学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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