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高级宏观经济学 课程代码： 选课人数：30
开课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授课教师：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在学术科研方面，课程负责人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一定的科研成绩。迄今

为止已在 Energy Economics，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Energy

Policy，Applied Economics, Applied Energ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中国软科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

者发表 SCI/SSCI 论文 57 篇（含 ESI 高被引论文 6 篇）。兼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

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常务理事，Energy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Energy Policy, Applied Energy, Applied Economics

等学术杂志匿名评审。获 2017 年度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六届高等院校青年教

师奖。

在创新工作方面，课程负责人高度重视在学术科研、课堂教学中的创新，对

标国际一流高校的相应课程，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在教学中积极应用

新媒体和网上课堂的教学方式，在我校首批参与和组织慕课(MOOC)学习，创新教

学方式，并曾指导多个本科生团队完成国家级和北京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获评2016年和2018年度北京理工大学“十佳优秀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指导教

师。

价值塑造

在教学设计方面，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建设目标是：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课

程结构体系的前提下，重点加强课程内涵的建设和授课方式的改进，使学生在获

取知识的同时，提高认知能力和研究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

以 ILOs 为目标设计的教学策略指导下，本课程首先针对知识点，明确内容应该

达到的预期学习成果，同时在教学实施方案中明确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获得的途

径，也就是设计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和教学素材等。

在教学实践方面，课程贯彻以 ILOs 为目标设计的教学策略。教学方法一方

面采用课堂 PPT 教学，另一方面以课本上的案例为依托，开展延伸，进行案例教

学和探究式学习。在教学组织方面，结合当下时事热点、新闻等引导知识点进行

展开，还包括课堂知识点总结、记忆、提问，课后复习及知识点吸收。教学素材

方面包括了 PPT 课件和网络教学平台共享的相关规范、指南及其他资源。在成绩

评定上，特别强调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的培养。指导教师在实践环节中通过不定

期跟踪和检查，了解学生在团队协作中发挥的作用、任务的完成效果以及学生实

际的能力水平，从而对学生掌握的程度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知识教育

高级宏观经济学预期学习成果从低到高可以依次分类为记忆—理解—应用

—分析—评价—创造这六个层面。通过这六个层面预期学习成果，能够使学生掌

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宏观经济的基本分析方法，提高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分

析宏观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指导社会实践的能力，努力实现本硕博融会贯通，

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推进科教融合。

在教学内容上，本课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现代宏观经济

学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介绍经济学中的几个关键模型，比如 Solow 模型、

Diamond 模型、知识积累模型等等。第三部分介绍经济学理论，如周期理论、消

费理论、投资理论等。第四部分为课堂谈论，主要针对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等文

献的阅读讨论。

关于教学内容与预期学习成果对应的关系，以经济增长的 Solow 模型部分为



例：通过课程学习，能够了解经济增长的一般问题，能够清楚地知道 Solow 模型

是如何建立的，并且在了解 Solow 模型的两个基本命题上能够对 Solow 模型进一

步分析，能够对 Solow 模型和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有创造性的评价。可以看到，

这四个学习成果在程度上是递进的，从记忆、理解，到分析、应用，再到评价、

创造，与前面所说六个层面的预期学习成果相吻合。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规

律,宏观经济学通过对国民经济总量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

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通过经济总量的

分析以期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

以及应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于此同时，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对

经济学问题产生自发地思考，通过结合所学知识寻找论据，清晰有效表达出自己

的观点，并能客观地基于经济学理论评估他人对于经济学问题的观点，最终培养

的是学生的经济学素养和学术上的批判性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课程采用了课堂讲授，学生展示两模块相结合的模式，并同

步辅以网上教学平台的辅导。课堂讲授模块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介绍了现代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模型以及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和

假设。在学生展示模块，主要以课本上的案例为基础，开展延伸，进行案例教学

和探究式学习。具体来说，结合当下时事热点、新闻等引导知识点来布置每周的

讨论任务，安排学生进行资料收集和整理，并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并在下周

的课程中进行小组展示和讨论。从而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

经济学素养。同时，在网上教学平台，教师便于分享相关课程材料并布置在线作

业，通过对在线作业的批改，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及

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有助于课程的调整和改进。

预期教学效果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知识结构和脉络，以及宏观经济的基本分析方法，了解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内

容，提高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指导社会实践的能力，

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预期成效包括知识性成果和能力成果。知识性成果

是指学生在修完本专业课程后获得的基础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具体到本课程就

是要求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概念、原理、标准，必备的经济学基础知识，从而具

有较高的利用宏观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和宏观经济学思维和分析意识；并能结合具

体应用经济学专业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性地学习，使学生具有正确判

断分析、改善和评价宏观经济现象的基本能力。能力成果指学生修完本专业课程

后所具备的职业综合能力、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具体到本课程就是要求学生

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团队合作精神、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以及批判性思考。

课程考核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