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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本学期教学周数 14
本课程周学时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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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余 学 时 无

本课程学期时数 56

其

中

能力导向的理论课

其

它

能力导向

的理论课
30 实训课

实训课 8 理实一体课

理实一体

课
18 教学实习

测 验 随堂

备注
本学期实习周数 无

备注：教改第一步全面推进“实践（能力导向）服务的课程”。 精品课程主要推进“理实一体化的课程”。

2019 年 2 月 23 日制定

该课程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主要知识、素质、能力

所采取的教学内容、方法、改革措施

本授课计划根据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物流专业教学计划和高职高专经济学原理自编教学

大纲的要求编制。要求学生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掌握西方经济学所运

用的基本分析方法，并能够应用所学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并做一定程度的分析，以

作为学习其他

课程的基础。

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以市场价格为中心，采用个量

分析法，主要研究厂商、家庭、个人等特定经济单位如何做出经济决策的一门科学。主要内容

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厂商均衡理论、生产要素价格理论；第二部分

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

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也被称作就业理论或收入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国民收

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该课程的涉及面广，在教学过程中重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并安排一定量的实

践课（主要是习题和案例分析），让理论和实践很好的结合起来。授课过程中，尽量列举实例或

案例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和课堂讨论，以便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有关理论和思想。

教学手段与方式：

1、经济学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较多，以课堂讲授为主；

2、辅以小型案例使学生加深对基本原理和问题的理解与运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3、不定期进行课堂案例讨论，以检验学生对主要内容和问题的掌握程度，同时也培养学生

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4、布置一定量的课后作业，使学生课上所学得到巩固；

5、通过布置课外阅读材料，使学生自学与教师讲授相结合，并扩大学生视野。

对学生学习的要求：

学生要认真阅读教材和参考资料，课前做好预习，课上作好笔记，积极参与课堂案例讨论，

课后按时完成书后每章的练习题和教师补充的习题以及案例分析作业。学习时要处理好全面和

重点的关系、理解和记忆的关系、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关系，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掌握重点，在

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要以理解基本原理和掌握分析方法为主。

成绩考核：

成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平时成绩（出勤、课堂提问、小组讨论发言、课后作业）占 10%，

期中考试（开卷考试—问答、案例分析）占 30%，期末考试（闭卷）成绩占 60%。

教研室主任： 系、部主任：

主管处长：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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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期 授 课 计 划 表

周

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能力

导 向

的 理

论课

实

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1

模块一 经济学入门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发展史以及经济学的分类，知

道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要求学生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掌握资源配置与机会成本以及资源配置的方式。

4

单元一 走进经济学
学习内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源的稀缺 性及其配置方式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讲授法、讨论法
1 1

单元二 资源的稀缺性及其配置方式
学习内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经济学发展史和研究方法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讲授法、对比教学法
1 1

2-3

模块二 市场供求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学会运用供求规律解释市场上的基本经济现象；

理解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变动和形成；掌握弹性理论及其应用。
8

单元一 需求与需求规律

单元二 供给与供给规律

学习内容：市场机制的特点与作用机理；影响商品需求的因素；需求函数与需求曲线；

影响商品供给的因素；供给函数与供给曲线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图示法

1 1

单元三 市场均衡及其均衡价格的决定
学习内容：市场均衡、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和变动；均衡价格模型的应用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图示法
1 1

单元四 弹性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内容： 需求价格弹性及应用；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及应用；需求的收入弹性及应

用；供给的价格弹性及应用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图示法

1 1

实训一 案例分析、练习题 案例分析、计算练习、答案讲解 2

4-5

模块三 厂商的生产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区分生产长期和短期函数，正确理解边际收

益递减规律以及生产投入的三阶段理论，正确理解生产要素的最优搭配
8

单元一 厂商的短期生产函数及应用

学习内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 一种生产要素的合理

投入阶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图示法、对比教学法

2 2

单元二 厂商的长期生产函数及应用
学习内容：等产量线、等成本线；边际技术替代率；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教学方法：讲授法、图示法、对比教学法
2 2

6-7 模块四 厂商的成本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区分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掌握短期成本和

长期成本的变动规律，理解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原则。
8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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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能力

导 向

的 理

论课

实

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6-7

单元一 短期成本函数及其应用
学习内容：各种成本概念；短期成本的分类；各类短期成本的变动规律及其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法、图示法、对比教学法
2 1

单元二 长期成本函数及其应用

单元三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原理

及其应用

学习内容：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 、长期边际成本、总收益、平均收益、边际收

益；利润最大化原则

教学方法：讲授法、图示法、对比教学法

2 1

实训二 案例分析、练习题 案例分析、计算练习、答案讲解 2

8

模块五 厂商的均衡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当能够认知市场结构类型，正确理解不同市场结构条

件下价格和产量的决定
4

单元一 市场结构类型
学习内容：划分市场结构的标准；不同市场结构的特点

教学方法：讲授法、对比教学法、案例分析法
2 2

9-10

模块六：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及其

应用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生产要素配置的一般理论、正确理解工资理论、

利息理论、地租理论和利润理论、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8

单元一 工资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内容：生产要素的含义；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工资的性质与种类；完全竞争市场上

工资的决定；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工资的决定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图示法

1 1

单元二 利息理论及其应用

单元三 地租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内容：利息和利息的来源；资本的需求与供给；地租的需求和供给；准地租和经济地租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图示法
2

单元四 利润理论

单元五 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学习内容：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利润的经济作用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图示法
1 1

实训三 案例分析、练习题 案例分析、计算练习、答案讲解 2

11

模块七 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学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含义与原因，了解竞争、

垄断与公共福利，理解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
4

单元一 市场与政府

单元二 公共产品与社会成本

学习内容：市场失灵的含义与原因；政府失灵的含义与原因；竞争、垄断与公共福利；

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 ；公共产品的特征；外部影响与社会成本；解决外部性的理论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

1 1

实训四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2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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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能力

导 向

的 理

论课

实

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12

模块八 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决定理论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宏观经济中的经济变量和国民收入的总

量指标，正确理解注入和漏出，掌握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基本理论；要求学生了解国

民收入的决定理论和乘数原理。

4

单元一 国民收入及其核算
学习内容：宏观经济中的经济变量；国民收入统计中总量指标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图示法
1

单元二 国民收入循环理论

单元三 消费、储蓄与投资

学习内容：国民经济的内部环流和均衡；注入和漏出；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基本理论。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图示法
1

单元四 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

单元五 乘数原理

学习内容：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需求-总需求模型的应用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图示法
1

学习内容：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投资乘数；预算乘数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图示法
1

13

模块九 就业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对失业有正确认知，能够从现实角度对造成劳

动力失业的原因做正确分析，并能提出治理对策。
2

单元一 就业与失业

单元二 就业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内容：充分就业的含义；传统的就业理论；失业的类型；失业原因和反失业的政策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
1 1

模块十 通货膨胀理论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从现实的角度对通货膨胀有正确认知，学会

计算通货膨胀率并能对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财富再分配效应以及产出效应做出

正确分析。

2

单元一 通货膨胀及其成本

单元二 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单元三 通过膨胀与失业的关系

学习内容：通货膨胀的含义类型；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

1 1

14

模块十一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
学习目标：通过本单元的学校，要求学生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有正确的认知，并

能正确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4

单元一 经济周期的定义及其类型

单元二 经济增长的定义与效应

学习内容：经济周期的定义、类型；经济增长的定义与效应

教学方法：讲授法、图示法、案例分析
2

总复习 2

合 计 30 8 18 56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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