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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

《货币政策在中国—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

对比》



教学重、难点
重点：货币市场与利率的关系：

（1）货币需求：取决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利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方向变动，与利率反方向变

动；

（2）货币供给：有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活动、变动贴现率和变动准备率，改变基础货币，取决于

货币乘数）和商业银行（通过创造货币的机制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

（3）用图形来解释货币的供求决定利率水平。

难点：“经济学”仅仅是用经济学领域具体的专业知识在阐述经济运行中不变的规律，即“是”，然

后让学生利用这个“是”去解决新的经济问题，得到新的答案。难点在于“课程通过经济学具体的专

业知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和解决经济问题的

能力。





课程思政理念及课程思政元素

古：通过讲述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前世——人类历史最早的宏观调控和人类历史上

最早的经济战案例，系统介绍管仲“轻重”理论及其在经济实践中的应用，增强

学生的 “四个自信”，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高度的认可感。

今：通过介绍货币政策在当前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的框架，增强学生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

定思想基础。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含课程思政目标）

1.教学知识目标：熟悉货币政策及其工具以及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前世与今生。掌握宏观调控中的中央银

行的职能、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熟悉人类历史最早的宏观调控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经济战案

例，熟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2.能力培养目标：理解和掌握中央银行的职能、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应用货币政策工具

分析和解释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

3.价值塑造目标：通过讲述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前世——人类历史最早的宏观调控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经

济战案例，系统介绍管仲“轻重”理论及其在经济实践中的应用，增强学生的 “四个自信”，增强学生

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高度的认可感。同时，通过介绍货币政策在当前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的框架，增强学生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



教学内容、过程与方法

    

    紧密结合课程内容，把中国传统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四个自信”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巧妙地融合在课程内容中，内容之

间自然引出，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不单纯就理论谈理论，真正做到了课程内

容和思政教育的紧密结合，是课程思政在教学实践中的有益尝试。并且通过

课程思政的内容，把思想教育贯穿于专业课程的教育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



教学内容、过程与方法

问题教学法：通过问题导向引入案例，带着问题观看视频学习材料；

PBL 教学法：在观看视频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开展案例讨论，

展开头脑风暴；

讲  授  法：针对理论性知识点的讲解；

自主学习法：在案例讨论课程结束后，自行搜集相关材料，撰写该课

程论文。



学习评价

    紧密结合课程内容，把中国传统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四个自信”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巧妙地融合在课程内容中，内容之间自然引出，没

有任何的违和感，不单纯就理论谈理论，真正做到了课程内容和思政教育的紧密结

合，是课程思政在教学实践中的有益尝试。

    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思想，让学生真正树立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增强学生

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让学生了解最新的关于宏观调控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我们国家在宏观审慎的理

论和实践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进一步地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有着重要的作用。



课例反思（特色与创新）

1、创新融入路径，保障融入效果。本课程从思政教育与理论教育融合、

历史思维与现实问题融合、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融合、理论思想与中国实

践相融合四个方面创新融合路径。

2、运用数字技术，创新融入形式。构建“情境、交互、体验、反思”为

一体的深度学习场景，提高育人效果。

3、重视自学能力，强化融入主体。本课程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提高学

生的知识构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