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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是高校教师

的基本任务。在经济理论课堂上，如果教师能够做到“广博

的知识储备”“完整的理论背景介绍”“理性的质疑”“经典案

例的选择”“理论联系实际”这 5 个方面，便能在潜移默化中

游刃有余地实现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储备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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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Theory Class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hinking // DENG Junfeng,ZHANG Yuxiang

Abstract It is the basic task of college teachers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classroom teach-

ing. If the five aspects of "extensive knowledge reserve""complete

theoretical background""rational questioning""classic case se-

lection""theory-practice integration" are available, the economic

theory class will be able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novative thinking in a subtle way, and provide more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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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续升温的货币战、贸易战，不断凸显经济学理论

和素质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1]，已成为当今经济学课堂教育的重任。

1 广博的知识储备是基本前提

广博的知识储备是做好教师的基本前提。教师对经济

学科专业知识的掌握，既要“知得深”，又要“知得广”；不仅

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对知识的来龙去脉、前因后

果、新旧联系，都应了然于胸、信手拈来，达到居高临下、深

入浅出、厚积薄发的境界[2]。教师要不断学习，努力成为育人

的艺术家，而不是仅凭经验教学的教书匠。

2 理论背景的介绍必须完整清楚

20 世纪经济大危机以来，凯恩斯理论经历了从一枝独

秀到遭遇批判，再到二次兴盛的过程。为学生介绍凯恩斯理

论时，必须结合历史背景和凯恩斯的个人经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共有 4000 多万工人长期失业，被

奉为圣典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失

败，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和帮助人们摆脱经

济危机，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因此应运而生。凯恩斯良好

的家庭背景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机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和

哲学家接触，并结识一些具有文学艺术才能和创新精神的

朋友。凯恩斯曾先后担任财政部官员、权威刊物《经济学杂

志》主编、皇家学院总务长等职务，也曾作为英国代表团团

长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一方面，凯恩斯始终坚持自己的独

立见解，不崇拜传统教条；另一方面，他善于吸纳新知识，善

于反省自己。对凯恩斯理论全面的背景介绍有助于学生了

解经济理论体系，也有助于学生学习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

和创新精神。

3 经济理论大师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分析

企业有上千年的历史，然而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企业

会出现”。传统理论认为“灯塔之类的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提

供”，理由是私人提供的困难在于难以收费，这样的观念影

响了人们几百年。种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使人们很少会去想

为什么，人们习惯于接受和迎合传统观念和权威观点而不

敢去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却敢

于对上述问题提出质疑，并且锲而不舍地寻求答案。他在调

查美国企业纵向与横向联合问题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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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得出结论：既然市场交易存在成本问题，企业替代市

场一定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交易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降低市场

交易成本。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的交

易组织或交易方式，这正体现了企业的本质。对于灯塔问

题，科斯详细考察了英国的灯塔制度，以铁的事实说明，早

期英国的灯塔是由私人建造并经营的。这些灯塔的建造者

根据船的大小和经过灯塔的数量，成功向船主收费并从中

获利。而此后灯塔国营化的原因并不是私人无法收费，而

是私人收费过高。由此可见，私人对灯塔这类公共物品收

费是可能的，“必须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观念是一

种以讹传讹的谬论。通过这一案例，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

经济理论大师们分析现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表面现

象如何（质疑）—本质究竟是什么（判断）—为什么这样（需

要证明）—提出主张”的过程，做到“不盲从、不盲信、不唯

上、只唯实”。

4 理论的介绍要尽量结合经典案例

应根据教材的总体内容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尽可能以

案例导入教学，做到主次分明、巧妙布局，将事例同所阐述

的道理有机结合[3]，让学生通过案例分析自己得出结论，而

不只是就事论事。教师要用通俗的语言引出深刻的道理，将

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复杂的事物简明化、高深的问题通俗

化。譬如介绍“制度决定论”时，鉴于学生既有的“技术决定

论”和“资本决定论”等思想，我们可以引入英国历史学家阿

克顿讲过的“分粥”故事：有一个 7 人小团体，每天的劳动成

果是共食一锅粥，因人多粥少，分粥时总是争先恐后、秩序

混乱，结果人人互相埋怨、心存芥蒂。面对怎样公平合理地

分食一锅粥这个问题，他们试验了不同的方法。方法 1：指定

一个人分粥。但很快其他成员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

最多，换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方法 2：大家轮流主持分粥，

每人一天。这种方法看似公平，但一周下来，每个人几乎只

有自己分粥的那一天是饱的。方法 3：推选一个品德高尚的

人来分粥。开始时，这个“好人”还能做到公平分粥，但没多

久，他就为自己和向自己溜须拍马的人多分粥，导致其他人

怨气冲天。以上 3 种方法都说明，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

腐败，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于是有了方法 4：成立 3 个人的

分粥委员会和 4 个人的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
这样虽然基本做到了公平，但整天吵吵嚷嚷，效率很低，吃

到嘴里的粥都凉了，大家意见也很大。方法 5：轮流分粥，但

是分粥的人要等到其他人都挑选完后才能领取剩下的最后

一碗粥。令人惊奇的是，采取这种分配办法后，不仅七只碗

里的粥每次都几乎一样多，而且耗费时间很短，效率很高。
这是因为如果粥分得差别太大，分粥者自己必然会拿到最

少的一碗。该故事反映的实际问题是：“粥”作为稀缺资源如

何被这个团体最优配置，如何做到既公平（平均主义）、又有

效 （热乎而非冰凉）。不同分配制度下的结果大相径庭，显

然，第 1 种和第 3 种制度有效率而无公平，第 2 种制度既无

公平也无效率，第 4 种制度有公平而无效率，只有第 5 种制

度既方便快捷地实现了分粥的目的，又有效地解决了吃饭

问题，还增进了内部团结，是最优制度和最优选择。教师通

过介绍这样一个经典故事，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思考一个班

级、一个团体甚至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逐步培

养学生创新管理的思维和能力。

5 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增强说服力

科学的经济理论来自实践，且最终要服务于实践[4]。大

学生主要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教师要将理论在国内外

的实践状况介绍给学生，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使

其形成初步的感性认识，而不是纸上谈兵地学习。资产证券

化是“金融学”课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将缺乏流动性的

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的行为，解

决其流动性问题。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它可以作

为所有企业的一种融资方式，但正是对这个概念的“滥用”
导致了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 2008 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

机。原因何在？“次贷”是次级按揭贷款，是给信用状况较差、
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的住

房按揭贷款。放出这些贷款的机构为了使资金尽早回笼，就

把这些贷款打包发行债券以实现其流动性，这种高收益的

次贷债券得到了很多投资机构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的

青睐。但从 2006 年起，美国楼市开始降温，房价不断下跌，

利率不断上涨，购房者难以还贷，发行的次贷债券也因此贬

值，导致投资机构严重亏损，连锁反应使金融机构和企业大

批倒闭，由此发生了金融危机。像这样联系现实讲解理论知

识，可以使学生明白理论或原理的运用必须在一定前提下

和一定范围内，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现代社会的显学，日益

为人们青睐和重视。经济理论课堂要真正做好传道、授业、
解惑，使当代大学生具备创新思维[5]，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秀人才，真正担负起推动民族复

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赵鹏.基于创新思维培养的活力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以“管理学

原理”课程为例[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20(5):64-68.

[2] 宋志伟,潘宇,李立欣,等.以批判性思维为导向的课程教学模

式的改革与探索[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1):

75-76.

[3] 关红梅.高校创新教育的实践与展望[J].中国成人教育,2016

(17):72-74.

[4] 赵振红.高校创新教育理念及实施策略[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2):23-25.

[5] 董建春.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教育[J].教育探索,2001(8):12-13.

编辑 李前锋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