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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宏观经济学》 

混合式教学改革设计与实践 

——以武昌首义学院为例 

黄颖
1
 

(武昌首义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混合式教学是将线上教学与实体课堂有机融合、实现优势互补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代表了中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创新与人才培育的突破点。以宏观经济学为例，深挖传统课堂教学中课

时有限、大班授课、学生基础差异大、交互性不足等痛点，提出混合式教学设计的理念、“五位一体”的混合式教

学资源与课程内容设计、“二维三阶六要素”的教学组织模式，有效解决教学痛点，提升授课质量，使学生学而有

思、学而有趣、学而有用。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改变了教、改变了学、改变了管、改变了形态的学习革命，融合互联网

和多媒体新技术的在线教学已经不再充满新鲜感，而已然成为新常态，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 

混合式教学能结合线上教学与传统课堂的优势，促使教师积极通过 MOOC、SPOC等在线教学形态，强化课堂设计，将教学以

教师为主体的知识讲授转变为交流互动、引导学生探究式、个性化的学习，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在与一流本科高校的同台竞争中

实现教学创新，培育特色化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突破点。 

1 应用型本科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痛点 

《宏观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起到重要的知识、能力铺垫。在应用型本科高

校，宏观经济学教学往往存在大班制、课时有限、学生基础差异性大、交互性不足等痛点，具体如下方面。 

1.1课堂课时有限，理论体系繁杂，学习深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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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在本校是一门面向经管类学科、主要讲授宏观经济运行及其政策的理论体系与方法的专业基础课程，共 48

学时，涵盖宏观经济基本指标与衡量、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经济增

长等具体内容，重在培养学生的宏观经济思维、宏观经济问题剖析与决策能力。课程理论体系庞杂，以课堂讲授为主，在有限

的课时内要完成重要知识点教授、例题讲解与作业练习、经济实践案例解析、经济学互动分组活动等难度很大，常常导致学生

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流于表面，难以深入，无法真正达成培育学生宏观经济问题剖析与决策能力的教学目标。 

1.2大班制授课，学生基础差异大，缺乏交互性 

《宏观经济学》面向经管类学科各专业学生，常常采用大班授课，每个大班容纳 3-4 个自然班，人数在 100 人以上。经济

理论模型抽象，常常需要数理推导与图形分析，本校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基础薄弱，在理解经济理论的推导与解

析上存在困难，学习兴趣不高。在授课过程中，基础较好、认真听讲的学生能与教师良好互动，而大部分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

即时互动与反馈；教师也难以即时把握学生学习效果与困难，调整教学进程。课堂以教师为中心，而难以实现教师引导、学生

探究式自主学习的氛围，互动性不足。 

2 应用型本科高校《宏观经济学》混合式教学改革设计理念 

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追踪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实施教学育人，紧密对接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输出差异化、特色化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混合式教学将线上教学与实体课堂有机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教

学创新与人才培育的突破点。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应遵循以下设计理念。 

2.1对接高等教育发展大势，注重融合创新 

中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推进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新文科、新经管教育以育人育才为中心，在遵循传承传统

的基础上，推进融合创新，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与相近专业集群融合等。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应

符合新文科、新经管教育的发展趋向，重视素质与知识、能力的融合培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关注思政育人、全面

育人；教学方法应推进经济学知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 

2.2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学校办学定位与专业培养要求 

对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地方发展战略，基于应用型本科高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及专业培养

要求，《宏观经济学》教学应满足知识、能力、价值三个维度的目标。第一，知识维度目标为系统掌握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原理，

理解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体系；第二，能力维度目标为运用概念、原理、理论模型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

预测宏观经济走势，评估经济政策影响；第三，价值维度目标为形成国际视野，构筑正确的价值观、经济观与经世济民的家国

情怀。 

2.3瞄准学生学情实际与教学痛点 

基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学情与教学实际，《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应做到：第一，课堂教学内容做减法，

教师围绕重难点深度讲解，学生通过线上慕课掌握基础知识点，提升学习自主性；第二，课堂教学效果做加法，推行翻转课堂，

以学生为主体；第三，充分利用交互式移动平台，推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与即时反馈，增强大班教学的交互性；并适应学生

异质化的学习基础，分类指导。 

3《宏观经济学》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武昌首义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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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五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资源建设 

以武昌首义学院为例，《宏观经济学》进行了“五位一体”的课程资源建设，包含 3个线上资源与 2个线下资源。 

3.1.1线上资源 

(1)自主构建课程体系，SPOC教学。 

立足于本校学生基础，选择湖北经济学院王琼副教授的《宏观经济学》线上慕课，自主构建《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进

行 SPOC 教学。基于多元能力目标，梳理教学内容，构建从碎片化到模块化再到体系化的知识地图。基于知识点形成 26 个教学

录频、45个教学视频，发布 45个主题讨论、2个分组任务与 19个随堂测试。 

(2)借力学习通平台，智慧教学。 

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将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宏观经济学教学深度融合，为师生提供涵盖教学设计、智慧课堂互动、教师

辅导、学生练习、作业反馈、学习评估等环节，具备完整的智慧教育体系。 

(3)运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拓展学习。 

通过 FT中文网、泽平宏观、财经郎眼公众号，学习强国软件等，第一时间知晓中国乃至世界正在发生的宏观经济事件；通

过微信群进行重点文章推送，使学生阅读深度评论，熟悉运用宏观经济理论、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实践及经济政策影响的思维路

径，并培育国际视野。 

3.1.2线下资源 

(1)课堂教学与教材并举建设，深化教学内涵。 

重塑教学流程，高效组织线下教学，丰富教学内涵；课堂教学侧重难点讲解及线下翻转，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为重。选择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下册》进行授课，实现思政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做到立德

与树人、育人与育才有机结合。 

(2)虚实结合的经济学实践。 

通过翻转课堂中的情境模拟、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仿真实训来“务虚”;基于认知实习、经贸企业及机构调研来“务

实”。 

3.2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内容整合 

表 1《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混合教学设计 

时间(2020春) 在线学习内容 线下翻转内容 

教

学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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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第 1周

(2.16-2.22)  
第一单元导论 

讲

课

互

动 

第 2周

(2.23-2.29) 

第二单元宏观经济的基本

指标及其衡量第 1节 GDP

的含义、缺陷 

第二单元第 2-4节主题汇报：①1978-2018年中国 GDP总量、分产业 GDP及

其占比变化的规律与原因。②从中国 GDP的国际排名演变中理解“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混

合

模

式 

第 3周

(3.1-3.7) 

第三单元国民收入决定：

收入-支出模型第 1节均衡

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三单元第 2-5节读书报告：其他消费理论与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比较，并

结合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谈谈老龄化发展背景下中国养老问题及对策。 

混

合

模

式 

第 4周

(3.8-3.14) 

第四单元国民收入决定：

IS-LM模型第 1节 IS曲线 

主题汇报：基于消费的国际比较，探讨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和前景，制约居

民消费进一步扩张的障碍，化潜力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策略。 

混

合

模

式 

第 5周

(3.15-3.21)  

第四单元第 2-4节小组研讨：“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IS-LM模型中从

非均衡走向均衡的 A点“旅游”轨迹 

混

合

模

式 

第 6周

(3.22-3.28) 

第五单元国民收入决定：

AD-AS模型第 1节 AD曲线

及其变动 

第五单元第 2-4节 

混

合

模

式 

第 7周

(3.29-4.4) 

第六单元失业和通货膨胀

第 1节失业衡量、类型及

经济影响 

主题汇报：探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国际经典案

例；分析近年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混

合

模

式 

第 8周

(4.5-4.11)  

第六单元第 2-3节主题汇报：疫情下的中国失业率读书报告：各国在失业、

通货膨胀衡量方面关注指标、测量对象的比较 

讲

课

翻

转 

第 9周

(4.12-4.18) 

第七单元宏观经济政策第

1节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第七单元第 2节财政政策小组研讨：①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预期目

标、具体指标，这些目标实现了吗?②2010-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如何?

中国经济是否实现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 

混

合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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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周

(4.19-4.25)  
第 3节货币政策第 4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讲

课

互

动 

第 11周

(4.26-5.2) 

第八单元经济增长第 1节

经济增长的含义与核算 
主题汇报：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的宏观经济实践及其政策应用。 

混

合

模

式 

第 12周

(5.3-5.9) 

第九单元开放经济下的宏

观经济学第 1节汇率、汇

率制度与净出口 

第八单元第 2-4节小组研讨：改革开放 4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表

现、影响因素及中国政府的促进政策。 

混

合

模

式 

第 13周

(5.10-5.16)  
第九单元第 2-4节 

讲

课

互

动 

 

以 2020 年春季所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为例，除第 1 单元导论外，其余 8 单元均采用混合式教学设计(见表 1)。

采用混合模式的每一单元设计具体的在线学习与线下翻转内容，翻转形式涵盖主题汇报、读书报告、小组研讨与辩论、读书报

告等多种形式，并适时导入思政元素，知识导向与价值引领相结合。 

3.3“二维三阶六要素”的混合式教学组织模式 

近年来，BOPPPS 模型被国内外高校推崇与关注，它根据教学目标的达成，将知识学习过程拆分为 6 个学习单元，即导入

(Bridge-in)、目标(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与

总结(Summary),是一种学生全方位参与和及时反馈交流的教学模式。宏观经济学将 BOPPPS六大教学元素贯穿于“线上线下两个

维度，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形成“二维三阶六要素”的教学组织模式。 

具体实践方法为：开课前 2 天基于学习通平台，教师推荐慕课视频，以问题导入知识背景并发布教学目标、教学安排；学

生学习慕课，预习课件，了解重难点。开课前 1 天，教师发布测试，评估学生预习效果并调整授课计划。课中，教师讲解重难

点，组织线下翻转，并发布测试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学生聆听讲解、积极思考并深度参与式学习。课后，教师总结学习目标与

课程知识要点，使学生理解知识逻辑结构，并推送延伸学习资源；学生反思整合知识、分享学习心得并拓展学习。通过教学内

容的混合式设计及“二维三阶六要素”的教学组织模式的实施，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增强，85%以上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优于传统

式教学。 

3.4《宏观经济学》混合式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基于学习通平台的数据分析及对学生调查，宏观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初步产生以下效果。 

3.4.1线上课程资源应用效果良好，学习自主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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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设置 9个单元教学内容，除第 1单元导论外，其余均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于 2019-2020-2学期在会计 2018

级 92 位学生中施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借力线上慕课，在学习通平台自主构建课程体系，发布了 26 个教学录频、45 个主题

讨论、19次线上作业与 2次分组任务。通过对“学习通”平台的使用数据情况分析，95%学生观看在线教学视频、录屏，平均观

看时长 5.3个小时；88%同学参与主题讨论；94%学生完成线上作业，平均成绩 90.9分；100%同学完成分组任务。仅 2019-2020-2

学期课程访问次数超 11万次，应用效果良好，有效学习、自主学习氛围正在形成。 

3.4.2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行为发生改变，师生互动交流增强 

通过对会计 2018级学生的匿名调查，学生普遍认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已习惯于在课前，通过学习通平台查看

通知，了解每节课的学习目标与教学安排；并观看线上 MOOC视频及教学录频，自学基础知识。课堂上，聆听教师讲解重难点，

并参与讨论、测试及分组任务等互动活动，积极思考、自主学习。课后，反复观看线上教学视频，解析错题，巩固知识点，并

完成拓展性任务。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行为发生改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能力提升；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

向、育人与育才相结合的教学理念逐渐形成，以知识内容讲授为重点转向以学生学习活动为重点；教师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

合作与创新能力增强，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增强。 

3.4.3考核结果占优，学生学习效果提升 

从最终考核结果来看，会计 2018 级 92 位学生中，90 分以上的 8 人，占比 9%;80-89 分的 61 人，占比 66%。总体成绩、高

分成绩分布，均优于本年级其他班级。课堂平均分 82分，也高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平均成绩 74分，证明混合式学习效果占优。 

4 结语 

对接高等教育发展大势与国家发展战略，瞄准教学痛点，本校实施了宏观经济学五位一体的混合式资源建设、混合式内容

整合与二维三阶六要素的教学组织模式，教学改革初见成效。本研究后续工作将完善宏观经济学每一堂课的学习目标及其对应

的课堂活动、资源、方法与评价方式，并关注 BOPPPS模型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深度协同应用，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创新

与差异化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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