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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随着国标的不断更新，教育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在教育界也掀起了一阵热

潮。目前，资源在教育上的分配不太均衡，教学上也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如教学方式相对

单一、教学团队学者化以及缺乏与实际接轨的商务英语锻炼等。论文基于“国际贸易实务”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秉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教学思路对“国际贸

易实务”课堂教学进行思考，通过引入比赛的形式来充分进行课堂变革。

揖Abstract铱With the continuousupdatingof the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quality of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teachingin ordinaryinstitutionsofhigher learning, theintensityofeducational reform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and the reform has also set off a burst of upsurge in the education sector.At

present, the distributionof resources ineducation is notquite balanced, and there are also someminor

problems in teaching, such as relatively single teachingmethod, scholar-oriented teaching team and

lack of business English training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Based on the reform ideas of

promoting learning through competition, promoting teaching through competition and promoting

reformthroughcompetition, thispaperanalyzestheproblemsexistingintheteachingof"International

TradePractices"andputsforwardcorrespondingsuggestionstocarryout 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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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过程，具

有涉外活动特点，是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是经贸类

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学习“国际贸易实务”能指导

学生在实践当中的运用，尤其体现于参加外贸类的比赛 [1]。通

常，这些比赛会以国际贸易实务为基础，将国贸课程进行深度

融合，不仅能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而且能锻炼学生的实践

能力、沟通谈判能力以及综合运用能力。在全国取消各种证书

的大背景下，学生可以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为未来

找工作奠定基础。

2“国际贸易实务”教学存在的问题

“国际贸易实务”侧重于知识体系的完备性、知识结构的

系统性，故不能停留于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必须从书本中走

出来，以书本为纲，以案例为引。目前，“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

存在着很多问题[2]。

2.1 教学方式单一，缺乏框架性构建

目前，“国际贸易实务”的课堂以讲授、案例分析等为主，

虽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点，但是案例分析

是针对某些知识点的练习，割裂了整个国际贸易流程，对于学

生国际贸易框架的构建帮助甚微。尤其是遇到需要运用国际

贸易实务中前后知识的衔接时，学生往往把握不了，分析的过

程会仅仅限制在目前所学的知识点上[3]。另外，实务中的知识

非生活化，若无法联系实际，遇到某些案例分析时一头雾水，会

使学生信心受挫，降低学习兴趣。

2.2 教师团队学者气氛浓，缺乏实践经验

目前，中国的高校在引进人才的工程上，大都秉持着学历

优先的原则，博士或硕士是很多高校的首选。讲授“国际贸易

实务”的老师，可能一毕业就进入高校工作，具有非常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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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功底，虽经过听课、说课等不断锻炼，但对于实践性较强

的“国际贸易实务”，可能会在某些流程或者环节中出现与事

实脱节的现象，或者在整个流程中的契合性不强，导致理论无

法指导实践[4]。

也有的教师团队会有进行企业实践的机会，但是通常时

间有限，教师不太可能真正参与到企业贸易流程。所以，所谓

的实践锻炼大多只是走马观花，无法深入到贸易环节当中去，

而真正了解贸易真实面貌的人通常不会进入高校或无法进入

高校。长此以往，学习的理论在指导实践时就会出现偏差。

2.3 学生商务英语交流有障碍，缺乏写作锻炼

国际贸易是基于商务交流和团队协作的一项活动，因此

英语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在与外商沟通的过程中，熟练、流

利、表达准确的英语必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学生在

英语的学习过程中，由于缺乏英语环境，没有相应的成长背

景，即便英语课从小学学到大学，很多学生仍然羞于启齿，口

语表达能力较差。商务英语会涉及专业的产品以及贸易条件

等一系列的表达，要求比正常交流略胜一筹，这加剧了学生的

交流障碍。尽管有类似的课程来帮助学生，给学生创造机会，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5]。

随着跨境电商的不断壮大，电邮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写

出得体、合宜、简明扼要的邮件，也是学生要掌握的一项必备技

能。然而，“外贸函电”课程的开设并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

3 赛教融合模式对“国际贸易实务”教学

的思考

3.1 以赛促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比赛是最让学生有代入感、参与感的案例分析。在外贸类

比赛当中，通常学生需要从找贸易伙伴开始，经过询盘、发盘、

还盘、接受的磋商过程，做进口或出口的预算表，签完合同以

后，办理租船订舱、办理保险、申请报检以及相关证书、出口报

关等一系列业务。这涵盖了“国际贸易实务”的最主要的教学

环节，学生通过做业务，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在做贸易，并在

比赛当中总结经验，为未来做贸易类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比赛中，学生不断总结做哪些产品最赚钱以及不同的

贸易术语与不同的结算方式如何结合，能以最大的资金量进

行贸易。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完全理解并运用贸易术语、

运输、保险、价格等这些在课堂上听的云里雾里的知识，还能

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开阔全局视野。

3.2 以赛促教，拓宽教师实践途径

比赛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最佳实践途径之一。有的外

贸类比赛是高度仿真的比赛。通过比赛，教师可以在自己扎实

的理论功底基础上加以实践，找出自己在整个贸易流程中的

不足，从而将国际贸易内化到课堂上，用实践来引导理论。比

如，国际贸易货款的收付，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通常都会割裂

买方或卖方在贸易当中资金的流动性。但是，如果贸易是连续

不断地进行，资金的流动性就会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卖方在出

口时可以尽量采用全款前 T/T，或者 90 天 D/A 并及时押汇来

及时回笼资金；也可以同时作为进口方采用全款后 T/T或者

远期信用证减缓付款的压力。另外，还可以随时向银行申请贷

款以弥补资金的不足。这样可以以最少的资金运作及时扩大

规模，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当然，在实际贸易中，全款的

T/T出现的可能略小，但是这种盘活资金的筹资思想可以引

导学生在未来进行创业。这些实践中得出的收获在理论知识

的学习中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教师通过这些比赛，可以从中

不断获取实践知识，不断完善理论体系，丰富课堂教学。

3.2 以赛促改，加强双语教学改革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适合开设双语教学的课程。课程

性质决定了这门课程要与外国人打交道，在实践性的环节中，

只能看懂中文的文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应在课堂教学中引

入双语，中英结合，给学生营造成长的环境。比如，应比赛当中

所签发的大都是英文版的信用证、发票、汇票、合同等。看不懂

单据，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贸易环节，所以，这无形中给了学

生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和进步的压力。同时，反过来也会

敦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引入英文版的合同、信用证、汇票

等的讲解和练习。

4 结语

尽管“国际贸易实务”在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最为基础，

但是其重要性却很突出。基于目前教学上存在的这些问题，通

过比赛来倒逼教学改革也不失为一种创新。希望采取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方式，能够历练出大量优秀教师，同

时培养出学以致用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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