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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 

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调查问卷的分析 

张彦英  谭欣欣 

（武汉科技大学  文法与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5） 

摘要：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和师生座谈具体情况，目前，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中主要存在固化互
动对象、单一化互动方式、表面化互动形式、浅化互动内容和弱化互动中学生角色等问题。这些问题形成原因既
有老师因素也有学生因素，要想促进该课程师生互动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教学
内容设计的聚焦、保持教学方式的与时俱进、采取灵活的考核方式和加强学生数学及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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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并不是把知识从教师的头脑里移注到学生的

头脑里，而首先是教师跟学生之间的活生生的人的相互

关系”，师生互动教学就是最主要、最直接和最有效的

“相互关系”体现。［1］政府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

既有对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理论总结，更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中它往往是连接其他课程之间

的“桥梁”，课堂中良好的师生互动能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当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提

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以调查问卷数

据为基础，分析当前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存在

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改善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

互动教学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的现实困惑 

为了解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的情况，笔者

对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北经济学院等 3 所高校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3 份，回收率为 91.56%，另外，

还组织了 30 多位同学和 11 位任课老师进行座谈。有

91.47%的学生“非常同意”“师生互动对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很重要”，而有 79.18%的学生面对“你对当前该课

程师生互动教学情况满意吗？”问题时选择“不太满意”

或“不满意”。 

（一）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1.固化互动对象和单一化互动方式 

在回答“相比于女生，男生参与该课程师生互动教

学更多些？”问题时，选择“非常同意”、“基本同意”、

“不确定”、“不太同意”和“不同意”的学生所占比重

分别为 48.46%、34.81%、7.85%、6.14%和 2.73%；在

回答“任课老师主要与坐在前两排的学生进行教学互

动？”问题时，选择上述 5 个选项的学生所占比重分别

为 30.38%、62.80%、3.07%、2.39%和 1.37%；另外，

座谈中还发现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成为互动对象可能性

明显高于成绩差的学生，部分任课老师课堂中经常互动

对象是少数对经济学有兴趣的学生。 

在回答“该课程课堂教学最常见到的互动方式

是？”问题时，选择“案例分析”、“提问”、“师生角色

互换”、“幽默的话题引起共鸣”和“其他”的学生所占

比重分别为 17.41%、67.24%、2.73%、9.90%和 2.73%；

而在回答“你最喜欢哪种互动方式？”问题时，选择上

述 5 个选项的学生所占比重分别为 27.65%、4.10%、

45.73%、20.14%和 2.39%；在回答“你最讨厌哪种互动

方式？”问题时，选择“提问”的学生所占比重高达

91.47%；显然，当前政府经济学课堂教学相对单一师生

互动方式已不太被学生接受。 

2.表面化互动形式和浅化互动内容 

在回答“该课程师生互动教学实际变成‘满堂

问’？”问题时，选择“非常同意”、“基本同意”、“不

确定”、“不太同意”和“不同意”的学生所占比重分别

为 44.71%、26.96%、16.04%、8.87%和 3.41%；进一步

分析任课老师各种“提问”的设计，在回答“该课程任

课老师的‘提问’多是封闭式问题、开放式问题较少？”

问题时，选择上述 5 个选项的学生所占比重分别为

52.90%、29.35%、9.22%、6.14%和 2.39%；座谈中大部

分学生对这种师生互动形式表示兴趣不高或没有兴趣，

更愿意做个旁观者。 

在互动内容广度方面，学生在回答“师生互动教学

内容仅涉及政府经济学知识”问题时选择“非常同意”、

“基本同意”、“不确定”、“不太同意”和“不同意”的

比重分别为 23.21%、50.51%、13.99%、7.51%和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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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中部分学生还反映互动内容往往仅涉及政府经济

学某个知识点。在互动内容深度方面，在回答“师生互

动教学内容大多数仅涉及问题表面而很少分析背后原

因及其影响”问题时，选择上述 5 个选项的学生所占比

重分别为 26.62%、53.24%、11.26%、5.80%和 3.07%；

座谈中大部分学生表示这种互动内容很难引导他们关

注和思考当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启发作用不大。 

3.弱化互动中学生的角色 

在回答“你认为任课教师在该课程课堂教学上的角

色应该是？”（多选题）问题时，选择“管理者、控制

者”、“指导者”、“促进者、合作者”、“组织者”和“激

发者”的学生所占比重分别为 31.06%、58.36%、82.59%、

52.56%和 57.68%；而在回答“你认为教师实际上在课

堂上的角色是？” （多选题）问题时，选择上述 5 个

选项的学生所占比重分别为 91.81%、19.80%、7.17%、

9.22%和 11.95%。显然，实际课堂教学中老师更偏向“管

理者、控制者”角色，而不是学生期望的“促进者、合

作者”角色，座谈中大多数学生反映在课堂教学中感觉

自己是被管理和控制的对象，“互动”只有“被动”互

动而没有太多“主动”互动。 

（二）影响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的主要因

素 

1.老师授课方式和内容的制约 

在回答“该课程课堂教学中最常见到的老师授课方

式是？”问题时，选择“案例式教学”、“提问式教学”、

“师生研讨式教学”、“传统讲解式教学”和“其他”的

学生所占比重分别为 8.87%、19.78%、3.75%、57.68%

和 9.90%；而在回答“哪种教学方式更适合师生互动？”

问题时，选择“师生研讨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的学

生所占比重分别为 58.70%和 26.62%，选择“提问式教

学”和“传统讲解式教学”的学生所占比重仅为 8.87%

和 1.71%；座谈中部分学生反映任课老师留给学生思考

时间短也影响了他们参与互动。显然，当前政府经济学

课程教学方式是制约师生互动的属于任课老师方面的

主要因素。 

在回答“哪类授课内容更容易让你参与课堂教学师

生互动？”问题时，选择“基本理论”、“数学模型和公

式”、“实践案例”、“课本外话题”和“其他”的学生所

占比重分别为 8.53%、3.07%、61.09%、19.80%和 7.51%；

座谈中学生反映课堂教学中理论教学所占比重太大、实

践案例中缺乏本土的典型案例和任课老师课前没有布

置相应学习内容计划等让他们在课堂师生互动教学中

感觉有些无所适从。可见，当前政府经济学课程教学内

容是制约师生互动的属于任课老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 

2.学生数学和相关专业基础比较薄弱 

在回答“从自身看，哪些因素影响你参与该课程课

堂教学师生互动？”（多选题）问题时，选择“数学基

础比较薄弱”和“宏微观经济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

所占比重高达 80.20%和 75.43%，不过在宏微观经济学

基础方面财经类高校要好于理工科类高校，而在数学基

础方面开设高等数学或经济数学的专业明显要好于未

开设的专业。座谈中学生反映部分专业将政府经济学放

在第 4 学期开课，学生普遍感觉到其他相关课程知识准

备不足。显然，数学和相关专业基础比较薄弱是影响政

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的属于学生方面的主要因

素。 

3.比较单一考评方式的导向 

在回答“你认为该课程考核方式影响你参与课堂互

动吗？”问题时，选择“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的

学生所占比重分别为 38.57%和 47.10%；有 87.71%的学

生在面对“如果将该课程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情况纳入平

时成绩”时选择“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虽然调

研的 3 所高校都采取期末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加权平

均的考评方式，但是座谈中学生反映平时成绩主要指的

是考勤情况，课堂出勤率仅表示学生学习态度，而不能

反映平时学习该课程努力程度。可以说，政府经济学课

程比较单一考评方式影响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师生互动

的积极性，再加上在师生互动中任课老师经常处于“强

势地位”，学生只好、也愿意处于师生互动中“被动地

位”，这样以来师生互动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了。 

二、改善政府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的对策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教师、任务和环境

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获取知识的主要因素。［2］课堂教学

应以学生为中心，在师生互动教学中学生应由被动接受

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这就需要老师多了解学生对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的诉求。当然，我

们也需要在教师主导安排与学生主体诉求之间取得平

衡，单纯满足某一方面的偏好都是不完善的。［3］ 

（一）重视教学内容设计的聚焦 

教学内容设计的聚焦是指课堂教学中，每次授课内

容设计时应突出核心部分，便于学生形成焦点意识并重

点把握。［3］如何做到教学内容设计的聚焦并较好地实施

呢？首先，要提升任课教师专业底蕴，只有科学把握课

程知识的内涵与来源，才可能提升课堂教学质量；［4］只

有在“纵通（熟练掌握政府经济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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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应用）”与“横通（熟知其他相关专业课程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及其与政府经济学课程关系）”的基础

上，才能结合具体专业和教材设计出每次授课内容的焦

点并予以重点讲解。其次，将每次授课内容设计的焦点

以合适的方式呈现出来，便于在课堂上师生互动以提高

教学效果，比如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编写或选

择适合于国内政府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本土化案例。最

后，与同行交流了解其他院校对该课程教学内容设计情

况及缘由，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对该课程教学内容的诉

求。 

（二）保持教学方式的与时俱进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和学生座谈的情况可知，学生对

传统理论讲授为主、“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或“满堂问”

的教学方式意见较大，这种教学方式也不利于调动学生

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而对师生研讨式教学和案例式

教学等方式兴趣比较高，既能营造开放的课堂气氛以便

于调动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培养学生

运用政府经济学的“语言”去分析身边的政治经济问题，

当然这种方式也比较符合当代大学生逐渐增强自主意

识，不愿在课堂互动上一直充当“被动”角色。但是，

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传统教学方式，而是将不同教学方

式结合起来，做到不同教学方式优势互补。［5］比如行政

管理专业，多数是文科生，数学基础薄弱，对于政府经

济学中模型和数学公式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其进

行定性描述，再通过案例教学法加以定量分析，让学生

参与进来分别作出定性和定量判断并比较两者差异。 

（三）加强学生数学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 

如前述分析，数学和相关专业基础薄弱是制约政府

经济学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的属于学生方面的主要因素，

那么如何加强学生数学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

呢？ 首先，微调专业培养方案，应将工科院校公共管

理类专业开设高等数学课程改为经济数学课程，并适当

增加学时数量；基于学生只有具备相应政治学和管理学

等学科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政府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具

体实践，建议将该课程安排在第 6 学期开课比较合适。

其次，强调宏微观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在宏微观经济

学课程学习过程中，要向学生强调该课程在学科基础课

程中的地位及其在随后政府经济学课程学习中的作用。

最后，加强相关专业课程在内容上衔接，无论在专业培

养方案上还是具体教学实践上都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设

计上相互衔接，尤其宏观经济学课程和政府经济学课程

在内容安排上的协调。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考核在教学活动中具有显示功能、反馈功能和导向

功能，［6］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能够对学生在课堂师生

互动教学中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考核不仅要看期末考

试成绩，更要看整个课程学习过程，而在学习过程中，

不仅要看学习该课程的态度，更要看学习该课程的努力

程度，提高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权重并增加课堂互动在

平时成绩中比重，师生互动教学中学生发言情况表现在

课堂上，而大量准备工作在课堂外，比如在经典案例分

析中，学生要想在课堂师生互动中有出色表现就必须查

阅相关资料、整理分析、与同学讨论和组织语言，往往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此外，还有阶段性学习总结

发言、小组报告讨论和政府报告分析等师生互动内容都

可以纳入平时成绩考核范畴，客观地评价学生平时努力

程度，有利于在教学评价体系与师生教学行为的良好互

动与作用中得以不断推进教学质量与效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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