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型课程低位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以经济学专业课

为例

经济学院 封进

一、 项目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现象、问题及提出的

政策需求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中既需要讲授一般经

济理论，教会学生掌握基础理论和方法，还需要帮助学生加强理论运用能力、问

题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经济专业课能够在一般理论学习和现实问

题分析架起桥梁。对于现实问题分析需要以一般理论为基础，但又难以直接从教

科书中获得相关能力，专业课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增加专业课程的

研究型内容是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素材的自然表现，有助于建立教学和科研

之间的互补关系，提升教学质量。

“研究型课程”在高校教学改革中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现实中研究型课程

实施一直不尽如人意，存在“高位认识”与“低位实践”的落差。经济学课程教

学大多采用传统的教授授课、学生被动学习的模式，虽然可以让学生掌握课程所

包含的主要理论和方法，但给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空间不足，对学生探索和解决

问题提出的要求不高。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研究型课程对教师

提出更高要求，教师自身需要有较多科研积累，并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将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现实中研究型课程缺乏与教师自身投入不足有关。

第二，研究型课程内涵、讲授方式和课堂组织形式尚不清楚，经济学专业也存在

同样问题，教师难以有效将科研与教学统一。第三，学生习惯于“灌输式”教学，

而研究型课程对学生提出更高要求，需要自我主动学习，当学习方式转变存在困

难时，学生也会有畏难情绪，师生配合存在障碍，这也妨碍了教师教学改革的积

极性。

本课题在此背景下，研究经济学研究型课程设计，以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

并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二、 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我们于 2020 年 3 月开始的春季学期，以及 2020 年 9 月开始的春季学的两门

专业课中进行了研究型课程教学尝试，两门课程分别为《劳动经济学》和《人口

和社会保障经济学》。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学生需求

采用问卷星对两门课程选课同学（《劳动经济学位必修课，选课同学 90 人，

《人口和社会保障经济学》为选修课，选课人数 44 人》的需求进行了调查，共

收回有效问卷 107 份。调查表明 48%的同学希望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只有 7%的同

学希望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另外有 45%的同学希望提升思辨能力。这些能力在

以传授为主教学模式中是难以实现的。说明学生对于自身分析能力提升有很大需

求。

学生对课堂偏好的结果发现对于课题讨论的偏好很低，促使我们需要反思课

堂讨论的形式和内容，提升课题讨论质量。

学生希望课程能侧重前沿文献和方法介绍。说明同学渴望获得最前沿的知识。

一般教科书的内容可能不够前沿，对前沿文献方法介绍不能及时更新。研究型课

程可以很好补充这一点，同时对老师提出更高要求。



有很大一部分同学未来希望做学术研究，只有 28%的同学明确回答说不会做

学术研究。其中有 12%的学生非常希望做学术研究，29%的同学有可能做研究。

从同学未来发展目标看，对研究型课程有很大需求

（二）根据学生需求，多渠道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1）调整课程内容，增加了文献阅读，并在 elearning 中上传较多的文献

供学生选择，劳动经济学共有 60 篇文献，人口与社会保障经济学有 40 多篇文献。

（2）为提升课题讨论质量，《劳动经济学》课程增加了课堂文献展示环节，

并结合文献由老师讲解前沿方法，同学收获非常大，将以往所学的方法运用于实

际问题，并在干中学中获得更多收获。

（3）在考核中加入文献阅读读书笔记，占比为 20%。《人口与社会保障经

济学》这个学期的考核奖采用这种模式，由教师提供文献清单，学生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文章 2篇，撰写 2篇读书笔记，每篇笔记为 5000 字左右。总结文章内容、

方法和结论，重点写自己的收获和对文章提出问题和自己的思考。

（4）在 2020 年暑假推出了“劳动经济学与社保研究”微信公众号，每周分

享前沿文献和自己的研究。目前为公众号撰文的作者中本科高年级同学积极性很

高，为同学们提供了了解前沿文献，锻炼文献阅读能力的平台。在劳动经济学与

人口和社会保障课程基础上，课程团队进行了大量成果推广和应用工作

（5）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2020 年爆发新冠疫情，给经济、财政、劳动力市场、社保体系等带来巨大

冲击，我们在课堂中也就这一问题做了几次专题讨论。

（6）配套利用 2019 年刚出版的教材《社会保险经济学》，教材内容具有研

究性，将一般理论方法和文献介绍、问题分析相结合。



三、 项目的主要成果、成效与价值

（一） 课堂反馈

在课程结束后我们再次做了问卷调查，了解同学的收获和意见。首先，同学

们收获最大的是对于前沿文献的了解，补充了教科书的不足，激发了学习兴趣，

提升了自己寻找数据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其次，通过研究性内容的作业，加上老

师对作业的详细讲解，学到了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提升了动手能力。再次，通

过撰写读书报告，全面了解深入科研文章的结构方法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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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研育人

在课程建设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积极完善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将学术研

究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收获，激发学生科研探索的激情

和潜能。从而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和成长途径。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系

列成果。课题组成员直接指导的多位本科学生获得国外名校博士全额奖学金录取，

包括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波士顿大学、马里兰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等；多位本科生获得“曦源项目”、“君政项目”科研项目立项。

团队计划在未来进一步优化团队组织，以课程建设为基础，开展定期的学术

研讨活动，激发复旦优秀学生的经济学学术志趣和发展潜能，培育学生的科学精

神、批判思维，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三） 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劳动经济学与社保研究”，公众号已有关注超过 2000 人，推广劳

动经济学经典论文，已逐渐成为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号推广平台，获得同

行的一致好评。公众号运营团队除了课程团队教师之外，还包括经济学院诸多本

科生，在推广学术成果的同时，起到了课程育人的良好成效，不少本科学生在阅

读经典论文、撰写推文的过程中产生了对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进一步的探索。调查表明，“劳动经济学与社保研究”微信公众号对 79%

的同学都比较有帮助。



（四） 撰写了研究型课程内容介绍的文章

基于教学体会，撰写了《社会保险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初探》，介绍基础理论

和一般方法在社会保险问题上的运用。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7 版中。

（复印件见附件。）

四、 项目研究或实践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

主要困难是同学普遍反映课业压力大，有些前期基础不够好，对于研究型课

程的接受度不那么高，觉得课程难度比较大，老师在实施过程中也会从减轻学生

负担的角度，放松作业要求。由此可见，研究型课程的开展还需要整个课程体系

的完善。

建议统一课程分难度分梯度，交流的国外大学在经济上分了原理、宏经上下、

微经上下，划分的类型更细，不同学期上不同等级的课，层层深入才能真正研究

起来。现在我们课程设置过于扁平化，任务化不利于研究型课程，一个学期要学

的东西又广又深还要顾及考试是不可能的，不改变课程设置只追求课程形式的变

化是不能真正激发出学习兴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