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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经济学教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经济关系相对复杂，很难实

现预期的教学效果，为了将人才培养目标贯穿到高等职业院校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提高经

济学教学的整体水平，教师需要深入分析经济学课程特点、人才培养目标，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的课程体系落实到经济学课程中，深入分析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论文主要对基于应

用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进行了分析。

揖Abstract铱Economics teaching in Chinese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a strong theoretical nature and
relatively complex economic relations, so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teaching resul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economics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ne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s courses,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objectives into economics

course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economics

teaching inhighervocational collegesbased on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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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各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

日益增加，过去企业过于关注应聘者的学历，不注重人才的应

用实践能力，而近年来，企业在注重应聘者学历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人才的应用素养，人才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在新时期教育行业的发展中，高职教育教学需要

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就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的

要求，高职教育需要满足实际应用需求，及时地创新并转变教

育教学模式。

2 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环境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入学率在不断提高，进入

高职院校的难度有所降低，中国招生录取中高职院校处于末

端，生源质量、学生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高职院校主要的教学

任务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第一线岗位技术技

能人才。但是，高职院校在选择经济学教材的过程中，普遍存

在内容老化、目标不明确等问题，高职院校经济学教材很难满

足高职学生培养目标要求，如高职院校经济学教材案例普遍

来源于国际实际情况，案例中涉及大量理论知识，无法解释日

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导致学生不能理解人民群众身边的经

济环境。并且，很多一线教师为了努力完成教学计划任务，实

现最终目标，导致学生很少对教材内容进行反思。现阶段，在

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高职院校经济学课堂教学不具

备启发性，习惯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很少

向学生讲解学科相关的案例，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无

法启发学生主动思考身边经济现象。除此之外，经济学课程是

经济管理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需要掌握经济学理论知

识，将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体现出高职层次教学特点。

3 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面临的挑战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经济学教学面临着很大挑

战，直接影响着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导致经济学教学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学目标的挑战。教

学目标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指导，明确了教学活动

的实际方向。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高职经济学教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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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很大挑战，教师需要针对新时期的发展重新定位经济学

教学目标，经济学讲师需要根据新时期的发展情况，明确经济

学教学目标，将教学目标渗透到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为经济

学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其次，教学模式的挑战。教师

不仅需要重新定位教学目标，还需要重构教学模式，在教学目

标日益变化、人才培养要求不断改变的情况下，教学模式需要

满足现代化发展要求，以此为基础进行创新再造，构建新型经

济学教学框架，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最后，教师自身教学的

挑战。经济学教师比较注重教学目标、教学模式，需要改变自

身的教学理念、教学素养和应用能力，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

础上，需要注重实践模拟和训练，但很多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

不足，在经济学教学中融入实践，是教师面临的直接挑战。

4 基于应用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经济学

教学现状

4.1 经济学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教学内容为实现教学目标提供了基础支持，为教师和学

生完成教学计划提供了平台。现阶段，经济学对高职学生来说

属于新课程，经济学课程理论在日常生活中已被接触，但对其

内涵和经济学定义的认知仍存在很大不足，涉及很多学生之

前未接触过的概念，经济学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普及经济学概

念，但后期学习中遇到了很大问题，这就使得经济学课程教学

中教师对理论概念的讲授具有了重要意义，教师需要通篇讲

解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材选取直接影响着课程目标的

完成效果。并且，很多高职经济学教材虽然阐明了经济学相关

的理论知识，高度和层次也满足具体要求，但不适用于高职学

生，无法有效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因此，高职院校

必须进行有效的经济学课程教材建设。

4.2 教学手段和方法有待更新

在新时期高职经济学课堂中，很多教师仍实行传统的教

学方式和手段，很多经济学理论知识很难由课堂教学形象地

进行讲解，严重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整体效果，且深层次的理论

知识往往会根据言语进行复述，没有直观平台展现，单纯地利

用高等数学公式进行讲解，直接影响着教学效率，这就需要教

师合理地选择教学方式，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在

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中，中国高职经济学课堂教学存在两个问

题，分别是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方法主观。很多经济学讲师为

了确保能够如期完成教学目标，不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

全面性，往往只重视理论内容讲解，不注重教学的时效性，导

致学生习惯灌输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很少进行互动，严

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少自觉地探究身边的经济学问题。

5 基于应用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经济学

教学策略

5.1 实施个性化的经济学教学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需要突出学生的个体特

征，实行个性化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注重学生专

业素质的培养。在实施个性化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树

立分层教学理念，根据班级学生的能力水平、问题差异等，分

成不同的层次，针对各个层次的学生实行相应的教学任务，并

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支持 [1]。首

先，教师需要深入分析学生的整体水平，根据经济学课程的实

际情况，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评价，并分成不同层次。其次，深

入分析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出相应的经济学课程任务，使学

生在任务驱动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最后，针对学生实施分

层考核方式，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地弥补学生的不足。

5.2 将学校培养和企业培养进行融合

高校培养的学生需要为社会提供服务，高校、学生和企业

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高校需要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确

保学生满足企业工作岗位的各项需求。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

程中，高校应将教育和企业实践融合起来，企业需要为学生提

供更多实践机会，这样学生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利

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接触更多经济社会的前沿动态，

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

5.3 加强经济学教学的理实结合

首先，经济学教师需要构建多元化实践活动，将其和理论

教学内容融合起来，建立完善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利用校企合

作关系，使学生加强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其次，利用信息技术构建仿真实训基地，尤其是 VR 技术、

大数据技术，提供更多新的发展机会，利用信息技术对工作环

境进行模拟，构建仿真实训基地，使学生在实训基地中进行仿

真实践训练。最后，将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进行融合，教师需

要合理地设计理论课程和实践活动，将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

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明确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教育教学活动中出现的问

题，引进合理的教学策略优化经济学教学活动，实现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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