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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当前对于案例

教学法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案例资源相对匮乏、时效性差 ,部分案例的选择与使用不够恰当 ,

缺乏较为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案例教材 ,课程大纲和考核方式不利于案例教学法的推行。因此 ,

应该正确处理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 ,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及时编撰恰当的案例 ,准确选

择、适时有效地使用案例 ,以提高西方经济学课程整体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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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

1. 有利于将复杂深奥的理论形象化和通俗化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

用问题的科学。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包括大量

的概念、定律和原理 ,加之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 ,是

一门比较抽象、复杂和深奥的课程 ,学习和理解起来存在较大困

难 ,比较难以掌握。在课程教学中借助案例教学法 ,则可以生动形

象地从对案例的分析中导出一般原理和规律 ,将抽象的经济理论

生动地呈现给学生 ,深入浅出 ,易于掌握。例如 ,“机会成本 ”这个

概念比较抽象 ,教材给出的解释是“生产一单位的某种商品的机会

成本是指生产者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

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 ”。在理解时 ,可以让学生结合学费、书本费

以及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等来讨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 ,通过对学

生自身上大学机会成本的大致估算 ,让学生对机会成本有一个准

确深刻的理解。

2.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丰富的基础理论 ,教学内容较多。鉴于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征和性质 ,只有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 ,才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

往往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 ,通常是学生关注的事

例 ,它们足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 ,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 ,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进一步来说 ,培养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兴

趣 ,其最要性不仅局限于课程本身。一方面 ,从课程设置来看 ,目

前全国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一般是安排在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

期 ,而这段时间学习兴趣和态度的培养对于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习

兴趣和态度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 ,从学科性质来看 ,西方经济学与

其他经管类课程有紧密的联系。例如 ,在企业管理学、国际经济

学、金融学、公共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等诸多课程中 ,

大量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培养起学生对西方

经济学的学习兴趣 ,是增加学生对后续相关课程学习的基础。

3. 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基本问

题 ,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存在差异。如果缺乏

案例教学将很难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较好地

结合起来 ,很难用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去分析理解现实经济问题。

案例教学法是理论知识与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 ,

也是开发学生智力潜能、培养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径。案例

教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的、具体的情景 ,引导

他们去思考、分析、处理问题 ,从而提高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此外 ,案例教学本身也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分析与讨论 ,这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共事和沟通交流的能力。

4. 有利于提高学生和教师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现代高等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不仅要给学生传

授系统的理论知识 ,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

法和创造性品格。传统的应试教育是以“灌输式 ”、“填鸭式 ”为主

的教学方式 ,学生只充当学习过程中的被动角色 ,难以激发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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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热情 ,很难从实质上抓住理论的精髓、概念要点 ,掌握系统的

理论体系。在案例教学中 ,学生则能够主动对案例进行分析、判断

和归纳总结 ,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分析处理涉及内容复杂、头绪多的
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又能够通过讨论或辩论等锻炼学生的语言

组织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集体协作能力 ,有助于培养技能
型、应用型的人才。此外 ,案例教学法还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与

科研水平。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不断地根据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寻找和编撰恰当的案例 ,这不仅有利于促使教师形成扎实雄厚的

理论功底 ,同时还要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较强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二、当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存在的主要

问题
1. 对案例教学法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案例教学是一种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形式 ,其特点
在于能够把现实经济问题引入课堂 ,把枯燥单调的理论变成解决

真实问题的公开讨论 ,把教师的单向讲解变为师生的双向互动。
案例教学法虽然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接受 ,但是 ,当前很多

老师仍然未能真正领会和把握案例教学法的真正内涵、特征 ,其所
谓的案例教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法 ,只属于教学过程

中的举例说明 ,即在理论讲解结束后 ,列举案例 ,接着发问 ,然后由

学生回答。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 ,并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实际上 ,案例教学法不能等同于举例说明 ,二者存在很大差别。在

案例教学法中案例居于中心地位 ,学生处于主体地位 ,通过引导学

生参与讨论和互动 ,教师组织、启发学生实现自我学习与思考 ,学

生的独立活动在案例教学法中占了很大比重 ,它有利于培养和提

高学生独立分析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在一般教学活动中举

例仅居于次要地位 ,教师处于主体地位 ,形式单一 ,师生间较少互

动和讨论 ,多数情况下是学生被动接受老师讲解。

2. 案例资源匮乏 ,缺乏针对性与时效性

在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国际经济形势可谓日新月异 ,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案例也应推陈出新。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教学

中的使用起步较晚 ,尤其是在我国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 ,案例资

源相对匮乏 ,许多案例缺乏针对性 ,或过于陈旧 ,与现实经济活动

脱节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现有西方经济学案例大

多数选自国外的教材和资料 ,来源于国内的案例则很少。国外经

典西方经济学教材在国内出版通常存在一定的时滞 , 这导致国内

外新的案例、新的经济政策等不能及时在教材上体现出来。并且

西方社会在经济制度、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与我国经济

现实存在一定差异 , 照搬来源于西方的教学案例很难达到预期目
的和效果。所以 ,西方经济学授课教师应该根据教学需要剔除缺

乏系统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的陈旧案例 ,及时调整与更新自己的教
学案例。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案例教学 ,更要关注国家时事

动态 ,密切追踪热点、焦点问题 ,以及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调
整。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强调案例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并不排斥

对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经典案例的运用。
3. 案例的选择、设计与使用不够恰当

关于西方经济学案例的不当选择与运用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 (1)案例缺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案例教学法以

事实和数据为依据 ,并将理论知识寓于案例之中 ,学生可以通过对

各种类型案例的剖析 ,运用创造性思维 ,将大量的感性体验上升到

理性认识高度。但是 ,目前教学中选择与使用的部分案例绝大多

数案例中知识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另外一些案例仅仅是对知识

点的评述 ,缺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衔接 ,不利于教学水平的提

高及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 ( 2)案例的难易程度

掌握不够恰当。教学中使用的部分案例偏难 ,不仅使得学生因知

识储备不够无从下手 ,丧失参与的兴趣 ,而且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陷入被动 ,教学效果不好。部分案例则过于简单 ,或者反复使

用 ,使得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动力或者产生厌烦情绪 ,影响了课堂

教学质量。 (3)案例的使用不够规范与准确。在授课之前 ,应该事

先设计规范的、完整的教学案例 ,认真编撰好案例的题目、资料、问

题和案例分析等各个环节 ,并认真分析案例是否恰当、准确、经典、

精练 ,考虑以何种形式予以体现。然而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部分

案例设计得不够恰当 ,不能准确体现理论的精髓实质 ;部分老师缺

乏系统规范的案例设计 ,在教学中只是结合经济实例对理论进行

说明和解释 ,在某个知识点讲解结束后 ,随意选取实例进行分析 ,

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 4 )案例的内容和方法不够科学。

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公共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发展经济

学、国际经济学等许多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 ,是许多后续课程的理

论与方法论基础。但是目前的西方经济学案例 ,往往从单一的经

济学角度分析问题 ,不利于提高其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不利

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4. 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的案例较为缺乏

国外的经济学教材往往以案例分析为主 ,注重通过案例来说

明问题 ,很多教材甚至会在案例中加上一些形象生动的漫画 ,比如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等等。通过这些直

观生动的形式 ,就可以将复杂的经济学原理简单化、形象化。这些

教材在全世界范围内十分畅销 ,例如 ,迄今为止 ,萨缪尔森的《经济

学》已经出版到第 19版。尽管国外的这些经济学教材案例丰富、

形式多样、通俗直观 ,但这些案例基本都是来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 ,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差距较大 ,加之国外

教材价格普遍较高 ,所以在实际教学中难以推广。目前我国多数

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的经济学教材 ,比如由高鸿业主

编的《西方经济学》等。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普遍偏重于理论

分析和逻辑推演 ,其形式显得比较单一 ,这很不同于国外经典教

材。尽管由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 》中编撰了

21个案例 ,但是这些案例没有编入教材本身 ,其体现形式也比较单

一 ,使用起来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基于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

理论性较强的特点 ,在教学中就更加需要加强案例教学法 ,将学生

感兴趣、易理解的案例编入教案和课件中 ,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此外 ,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较多 ,知识点比较集中 ,

这导致在现实中存在着应试教育的现象。一方面 ,教师不得不在

有限的时间内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 ,在教学中很难抽出充

足的时间实施案例教学。另一方面 ,目前多数高校的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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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 ,在这种规范化考核中 ,对命题

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 ,这导致教师和学生不得不严格按

照教学大纲的要求 ,死记硬背 ,而不是注重提高分析与解决实际经

济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

1. 正确处理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教学目的是

通过经济学教学活动 ,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

理 ,并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原理解决和分析实际经济问题 ,它要

求学生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理论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案例教

学的基础和依据 ,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体系 ,应当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系统性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

案例教学则是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和方式 ,是理论教学的延伸和

深化 ,可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 ,提供分析背景和讨论对象 ,

并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尽管学生对案例教学比较感

兴趣 ,但在处理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上不能本末倒置 ,不能

以案例教学为主。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

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2. 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及时编撰恰当的案例
(1)应注重案例的时效性和知识性。应了解该课程的前沿理

论 ,密切关注国内外热点、焦点和前沿问题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调

整 ,以便较好地将西方经济学原理与经济实践相结合。 ( 2)案例的

关键要素应尽量保持完整。案例的构成要素通常包括题目、资料、

问题和案例分析等四个部分 ,要结合案例所要阐明的概念、原理与

规律 ,完整体现案例的关键要素。 (3)应注重案例的针对性和层次

性。对于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经管类专业和非经管类专业的学

生 ,应区别对待 ,采取不同的案例内容和方式 ,难度有所不同 ,这样

才能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4)案例编写应力求恰当、准确、经典、精

练 ,在分析中要尽量作到简洁、贴切、形象、生动。 ( 5 )应增强案例

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在设计多媒体案例内容时 ,应注重其构图、色

彩、动画、声音等方面的艺术性 ,以增强视听效果。案例的编撰还

要力求通俗 ,讲究趣味性。 (6)应注重案例形式的多样化。针对不

同的教学内容尽量采取多样化的案例形式 ,增强案例教学的感染

力。此外 ,还应兼顾中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

3. 必须准确选择、适时有效地使用案例

(1)案例的选择要以国内为主 ,国外为辅。目前西方经济学教

材中从国外教科书翻译和引进的案例较多 ,部分案例是西方经济

学学科的经典案例 ,要尽量保持其理论原貌 ,通过这些经典案例阐

明基本的理论精华。例如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案例、公共物品

理论中的“公地的悲剧”等。但是 ,除了这些十分经典的案例之外 ,

在教学中不能简单照搬照套国外的案例 ,要区别选择 ,尽量多选择

一些与现实经济密切相关的本土化案例进行分析 ,有利于加深学

生对这些案例的理解和认同。多数案例毕竟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

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与我国经济制度和经济

体制以及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差较远 ,它们所描述的内容和外部条

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 ,也难以让学生切身体会和理解。 ( 2)案例的

使用要循序渐进 ,避繁就简。案例教学需要占用教学时间 ,并且具

有综合性强、理论深度不足等特点。如果连基本概念与原理都没

有讲授清楚就急于列举案例 ,会导致学生基本功不扎实 ,抓不住问

题的要点。选择案例也应该避繁就简 ,如果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 ,

教师必须得解释有关概念和经济原理 ,会导致教学中主次不分 ,影

响教学效果。 (3)要注意发挥案例教学的特点 ,增加效果。在案例

教学中 ,要注意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 ,在案

例分析中给学生留下充足的时间和思考余地 ,同时把握好学生的

分析和讨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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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 s and reform d irection of ca se teach ing m ethod of presen t

western econom ics
J IANG Xin

( School of Econom ics and Trad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Case teaching method p 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urse teaching of western econom ics. However, there is p resently

m isunderstanding in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such as relatively short of case resources, short of timeliness, insufficiently app ro

p riate selection and use of cases, short of relatively systematic ca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western econom ics, and unfavorable

imp lement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aspects of course outline and exam ination methods. Thus, we should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e teaching and theoretical teaching, comp ile app rop riate cases in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correctly select and use cases in order to imp 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western econom ics on the whole.

Keywords: western econom ics; case teaching method; image;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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