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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

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中，除了要深入挖掘宏观经济学科的各种思政教育资源

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分

析和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成功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全过程，使宏观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中既弥补了本学

科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又做到了知识传授、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的高度统一，在课程教

学中实现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中应明确有效教学、价值引领和能力提升三个具体目标。

有效教学就是要提高教学的效益。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资本主义再

生产等理论去剖析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胀理论、经济增长与经

济周期理论，不仅能够充实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变得更为厚重和丰富，

而且让学生更为深入和全面去掌握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各种流派和理论。

价值引领就是让大学生做到“四个自信”。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运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分析和解读当代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经济建设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可以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可以将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培育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核磁共振”的效果，达到育人树德的目的。

能力提升就是增强大学生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判断、决策能力，

以及在新时期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让大学生具备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正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能力，能够运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讲透、讲懂中国故事。

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可加附页）

1.本课程共包含 10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72 节，周学时 4

2. 知识目标：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及主要流派。

3. 能力目标：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判断、决策能力，以及在新时期对

新知识、新技能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具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

正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能力，能够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讲好、讲透、讲懂中国故事。

4. 思政目标：通过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进行批判，将“四个自信”贯穿教学过程，

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核磁共振”的效果。

5. 思政主线：“三观”、“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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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经世济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个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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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按项目或章节填写，可加附页；表中红色字迹为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大家编写时不一定面面俱到）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第 1章国民

生产与测算

1. GDP和 GNP的

计算；

2. 基本宏观经济等

式；

3. 价格指数、CPI
的计算；

4. 收入分配不平

衡。

1. 培养爱国精神、民族自

信、家国情怀；

2. 培养规范、严谨的职业

精神；责任担当；

3. 平等教育。

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改革开放

40年）；

2. 宏观经济数据计算中概念的界定

和计算精确度，以及存在的问题；

3. 以民为本，缩小差距；分配制度改

革；个税减免扣除改革。

1. 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学

生查阅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小

组汇报讨论，说明意义和成功的主要

因素。

2. 案例分析:实际计算宏观经济主要

数据，分析讨论现有计算方法存在的

问题；

3. 对比案例教学：结合国内外收入分

配制度，进行平等教育（中、美）；

对比中、印近 70年经济发展，树立

起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1. 学生精

益求精的工

作态度；

2. 培养学

生辩证思维

能力；

3. 坚定“四

个自信”。

第 2章:宏观

经济的不稳

定性

1. 宏观经济周期；

2. 失业与自然失

业；

3. 通货膨胀与反通

胀措施。

1. 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中

国方案；

2. 敬业教育；人生观；

3. 实践创新

1. 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家庭生活水

平与国家经济发展；

2. 社会角色，择业观，“就业难”

与“招工难”的矛盾；

3. 《奔腾年代》和《摩登时代》片

段

4. 通胀与反通胀（案例）

1. 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结合经济社会不同阶段讲述身边的

人和事的变化；《奔腾年代》和《摩

登时代》

2. 案例分析：“未毕业先失业”，

“人才争夺战”

3. 案例讨论：通过讨论津巴布韦通

胀问题，阐明通胀的社会经济影响。

1. 增强学

生的国家

观、民族观；

2. 增强学

生学习积极

性；

3. 树立正

确的择业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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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总供

给与总需求

1. 总供给与总需

求；

2. AD-AS模型的宏

观经济均衡；

1. 均衡、协同发展理念；

2. 创新、供给侧改革；

3. 可持续发展观

1.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

2. 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

3. 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两山

理论”

1. 课前任务：当前发展不平衡的现

象，及采取的政策，深入对新时代经

济社会政策的理解；

2. 情景教学：从生活实例导入，阐

述需求与供给的价格决定，供需矛盾

的中国解决方案（创新、供给侧改

革）；正确的消费观；

3. 经济增长的理解，民生问题的探

讨，绿色经济。

1. 提高解决

问题的创新

意识；

2. 增强对中

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自

信；

3. 关注民生

第 4章：商品

市场宏观经

济均衡

1. 实际与计划支

出。凯恩斯十字。

2. 自主支出乘数。

1.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

值观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情景教学：影视片段；

2. 案例讨论：大学生消费与网贷

1. 培养正确

的消费观。

2. 提高风险

管控意识

第 5章：财政

政策

1. 财政政策的目标

与政府支出乘数；

2. 税收乘数与平衡

预算乘数；

3. 预算赤字与盈

余。

1. 科学精神；

2. 责任担当；

3. 实践创新。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文件；

2. “减税降负”措施；

3. 预算结构变化对比

1. 案例讨论：通过讨论“减税降负”

的措施，营改增的过程，体现政府决

策的创新型和时代责任担当；

2. 通过对近 20年预算结构变化，体

现政府政策的科学性和以民为本的

理念。

1. 增强对

制度和道路

的自信；

2. 培养经

世济民的精

神。

第 6章：货币

市场宏观经

济均衡

1. 货币及其功能；

2. 古典学派与凯恩

斯学派的货币需求

理论；

3. 货币供应模型，

货币乘数；

4. 货币市场均衡。

1. 人文底蕴；

2. 辩证、发展精神；

3. 实践创新。

1. 货币的演变，“交子”的出现，

数字金融和数字人民币；

2. 用马克思经济学辩证、批判认识

西方经济学派理论；

1. 课前任务：通过课前发布任务，

学生了解货币演变史以及目前货币

发展方向，中国钱庄、“交子”等案

例增强人文底蕴、实践创新精神；

2. 通过辩证看待西方两大学派理

论，融入马克思经济理论，增强道路

自信和制度自信。

1. 感知中

华文化的人

文底蕴；

2. 增强民

族自信和实

践创新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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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银行

体系及货币

信贷政策

1. 银行体系；

2. 货币信贷政策工

具与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

1. 以民为本；

2. 责任担当；

3. 实践创新。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与央行货

币金融政策文件；

1. 讨论分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讨

论，加深理解国家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1. 增强对制

度和道路的

自信；

培养经世济

民的精神。

第 8章：商品

市场与货币

市场的宏观

经济均衡

1. AD-AS与 IS-LM
模型的相互关系；

2. 宏观经济政策的

相对有效性；

3. 价格变动下

AD-AS与 IS-LM模

型中的经济政策。

1. 科学精神；

2. 实践创新；

3. 以民为本

1.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

的货币信贷政策。

1. 讨论分析：通过金融危机和“新冠”

疫情时期推出的一系列货币信贷政

策分析当前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以

及其中的政策宗旨，保民生、促就业；

1.增强对制

度和道路的

自信；

第 9章：财政

赤字与国债

1. 预算赤字与国

债；

2. 内债与外债的关

系；

3. 债务危机成因与

国债管理策略。

1. 科学精神；

2. 以民为本。
1. 平衡可持续发展：欧债危机，美国

财政、外贸双赤字。

1. 案例讨论：通过对欧债危机和美国

财政、外贸双赤字的分析讨论，充分

认识中国平衡协调发展、可持续发

展，以民为本理念的科学性。

1. 增强制

度自信和道

路自信；

2. 增强全

局意识。

第 10 章：宏

观经济政策

的选择

1. 古典学派与凯恩

斯学派模型中的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

2. 稳定政策实施困

境与先行指数；

3. 固定与相机宏观

经济政策。

1. 科学精神，全面、辩证

分析问题。

2. 学以致用，经世济民。

1. 两个学派理论对比讨论。

2. 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分析。（视频

材料）

1. 讨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辩证对

比分析，充分认识到其不足。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

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2. 小组讨论：对当前经济现象、经

济问题做出进行分析和决策。

1. 提高学

生的整体大

局观意识。

2. 促进学

生积极学

习，培养学

以致用、经

世济民的思

想。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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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思政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教育内容。

2.提炼的思政元素：指要对学生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

3.挖掘的思政素材：指承载思政功能的有关素材，要有内容或案例名称，载体形式可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影像、以及其他形式等。

3.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描述诸如信息化载体、教师讲述、学生讲述、学生寻找提交有关资料、参观体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考核评价，以及使用教材等。

4.预期成效：可从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具体到哪方面的目标）、教书育人效果、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积极性、创新精神、获得感等方面来描述，要可观察、

可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