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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经济法》课程对经管专业学生

法商思维建立与培养的实效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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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力倡导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经济法》作为高校经管类专业基础课，不仅

承担着培养经管人才法商思维的重要任务，更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教学步骤。本文首先梳理《经济法》课程教

学中的重点内容，通过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探讨该课程对经管专业学生法商思维建立与培养，进而考察其在思政教育中的

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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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

“法”、“商”二词高频出现在社会热点案件中，法律与商

业在社会生活中高度结合。另外，为响应国家推进依法治国

的基本国策，各高校在对经管专业学生的培育上也重点强调

了学生法商思维的建立与培养。所谓法商思维，即是在培养

法学人才和商业人才的过程中，利用学科交叉的教学思路，

培养法律和商事相结合的专业性人才的一种思维模式。以

《经济法》课程为例，作为经管专业学生开设的基础理论必

修课，它不是以传授市场经济运作法律规则为单一教学目

标，还有通过专业课程教学融会法律知识与思政品德相结合

的思考，培育经管专业学生用法律思维对企业和自身行为是

否合规合法做出准确判断，构建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

养，促使经管专业学生在商业知识、管理能力与法律知识全

面协调发展。

开展法商思维教育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实施法治

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大力推进课程思政的教育背景

下，每一门专业课程都承载着传递法治精神和提高道德修为

的重要使命。如对《经济法》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深

入挖掘提炼，将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积极

引导力量，在有机融入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更是对经管专

业学生法商思维建立与培养的有益尝试。本文基于《经济法》

课程教学内容的梳理，结合课程思政的培养目标及育人方

式，考察其对经管专业学生法商思维建立与培养的实效性。

2 《经济法》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简言之，就是任课教师在课程

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和建设课程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

系统的知识传授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经济法》虽然主要着眼于市场经济法律运行机制

的系统介绍和学习研究，注重经济管理应用层面上的人才培

养，但从其教学内容来看，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主要体

现以下两个方面：

2.1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解读

弘扬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

重要任务。而课程思政建设，则是通过具体专业课程教学与

教育，在丰富多彩的专业知识中提炼出思政元素，使思政教

育全方位占领高校教育的舞台。《经济法》虽是一门关于调

整和规范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学课程，但其教学内容仍包含了

对平等、公正、富强、和谐、自由、诚信等元素的个性化解

读。以平等公正为例，经济法强调实质上的平等和公正，其

中具体内容包括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个人独资及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破产法

律制度等板块内容都是对部分弱势市场主体，如社会经济生

活中的个人或中小企业等偏重保护。经济法上主张国家适度

干预，这既是保障市场主体自由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

和谐的题中之意。与民法中的个人本位观不同，经济法是在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来实现的社会整体利益，这种富

强观是以和谐发展作为必要前提。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霸王

条款，但也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市场规制法律中有所体现。因此，对《经济法》课程的

学习，必然会加深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

同，极大地丰富了思政教育内涵，拓展了思政教育的新途径。

2.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现文化自信的基本方式。

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产生，《经济法》所传授的社会经济发

展必须遵循的法律规则，不仅肩负着规范市场经济运行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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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世的现实任务，还担负发扬光大我国历代先贤传承下来

的治理经验和文化优秀传统的使命。在中国古代经济制度

中，包含了重农抑商、盐铁官营、常平仓制度以及统一币制

和度量衡制度，都是独具特色的政府宏观调控形式，这些体

现公正诉求、和谐发展的精神理念为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伦理基础。而传统社会民从私契、合意诚信、产权明晰、

凭中立契、投税印契等市场主体行为，见证了我国古代市场

交易规则的精彩智慧，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早已凝聚在经济法

的当代规则中，是经济法教学内容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得

益彰的生动例证，彰显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

3 课程思政背景下《经济法》课程培育法商人才的

实效性

在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培养复合型人才离不开法律思

维的培育。没有知法守法的市场主体，就没有健全的市场经

济，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也由此增大，从而突破了彼此

信任底线而陷入不可预期的困境。可想而知，经管类人才在

市场中表现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专业的商业驾驭能力，同

样在于其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意识的强弱，明辨是非的能

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因此，在经管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融入法律引导，开展法

商融合教育，对培养一批通晓市场经济规则，能够参与市场

经济法律事务，维护市场秩序以保障经济交易安全的复合型

法商人才，既具必要性，也兼具可行性。

但囿于专业壁垒和认知局限，有些非主流专业的经管学

院所开设的《经济法》课程，因受重视程度远不如其他经管

类的核心课程，在教学设计上难免存在因陋就简的局限性，

教学内容也多着眼于法律规则的简单解读。在大力提倡课程

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效结合的大背景下，经济法课程教学被赋

予新的育人使命，承载着独特的思政教育角色，经济法课程

教学也由单纯的法律专业知识传授转变为立德树人的重要

舞台，有必要结合课程思政理念，将法律、商科专业知识与

大学生价值观引领相融合，通过让学生了解市场运行规律，

懂得如何以法律规则衡量风险和约束自身行为，在遵纪守法

基础上，运用法律思维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社会

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人生更大价值。

以部分教学内容为例，如通过公司法相关知识的学习，

不光是让学生对未来可能从事行业性质及公司运营规则有

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可以积极引导学生成为有职业理想、

具备良好交往沟通能力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通过合同订立

履行规则及合同订立双方应有权益及救济的学习，引导学生

增强契约精神，成为一名勇担责任的人。通过破产法的学习，

不仅促使学生对企业破产相关程序进行掌握，提高了处理商

业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结合企业破产后重组的案例，培养

学生冷静处理经济纠纷，积极应对困难局面的乐观心态。在

证券法相关知识的学习中，通过了解操纵市场、内幕交易、

欺诈客户等不法行为及责任，让学生明辨市场风险，学会自

我警示和风险控制。简言之，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经济法》

课程不同板块的内容可以有更新更全的解读要点，为思政教

育提供具体而微的实践样板。

4 结语

基于课程思政建设这一大背景，探索《经济法》课程对

经管专业学生法商思维的建立与培养，是一项日久弥新的教

育革新运动，需要不断摸索路径和创新完善。首先要对《经

济法》课程教学内容进行系统梳理，挖掘提炼其中所蕴含的

思政元素，并通过课程教学的生动活泼的方式，探究了其在

培养法商思维人才的独特价值和积极作用，努力培养既具备

管理知识结构，又熟悉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的法商思维复合型

创新人才。《经济法》课程为经管类人才架起了一座法律与

商事双重训练的桥梁，它是满足市场对经管人才法治能力需

求的重要路径。通过掌握与市场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树立法律意识，塑造法商思维，培育法律素养，这与课程思

政的宗旨，即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引领有效结合的初

衷，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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