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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论文对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案例

式教学进行了分类，认为案例教学实践中现存的问题有案例教学法应用不当、案例质量不高、本土化的案例少、

缺少师生互动等，上述问题的原因包括:学校对案例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学案例教学团队经验不足、微

观经济理论与现实案例的结合度不强等，提出可以从案例教学方式的选择和案例的编排这两方面入手提高微观

经济学案例教学效果，最后探讨了发挥案例教学法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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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In the process of microeconomics teaching, case teaching meth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paper 

classifies case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microeconomics teaching, and believes th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ase teaching 

practice include improper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low case quality, few localized cases, lack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etc. The reasons for the above problems 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case teaching is not 

recognized enough in schools,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s case teaching team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al cases is not stro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we can improve the case teaching 

effect of microeconomics from two aspects: the selec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case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plays its role in microeconom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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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学生来说，微观经济学是

学习其他各门课程的基础，在经济学的学习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非常重视

这门课程的讲授，需要运用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学生

能够融会贯通，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夯实基础。由于微

观经济学本身的抽象性，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探索使

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教学方法，而案例教学法就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教学手段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参与

到课堂中来，有利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案例教学法

是指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例或历史事件带到课堂之

中，并利用与本课程相关的原理分析生活事例和历史

事件，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除此之外，也可以

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某一问题抛给学生，通过课堂讨

论的形式达到教学目的，从而把枯燥单调的理论章节，

变成解决真实问题的公开讨论［1］。案例教学一般分

为三种类型:一是案例评审型，就是给出案例中的问题

及问题评审的方案，让学生自己进行评价分析;二是讨

论分析型，就是只提出问题而没有给出解决方案，需

要学生进行分析讨论;三是发展理论型，就是通过案例

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发展并不断完善理论体系。案

例教学法对老师有很高的技能要求，对学生也有很高

的要求，学生应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

的聆听者。比如在案例讨论中，老师要尽可能让更多

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一起探讨解决问

题的方法。案例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

能力，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形成一种师生互动、

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环境。根据笔者自身在微观经济

学教学中对于案例教学法的运用经验，总结了以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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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案例的形式。一种是现实性

教学案例，即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学现象以及有关经

济的时事热点进行总结归纳，和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

知识点结合起来作为教学案例，让学生能够通过身边

发生的事情及经济事件掌握经济学知识。另一种是历

史性案例，即通过对历史上所发生过的经济学领域的

事件进行学习和讨论，理解经济学原理，比如在讲完

赋税的归宿问题之后，可以让学生讨论在 1990 年，美

国国会针对游艇、私人飞机、皮衣、珠宝和豪华轿车

这类物品通过了一项新的奢侈品税［2］。这两种教学

案例应该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发挥案例教学在微观

经济学中的作用。 

二、案例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微观经济学教学经验总结以及与其他经

济学专业老师的交流探讨，发现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

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案例教学法应用不当 

将案例教学法混同于举例教学法，片面的认为在

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入现实生活中的相关现象的讲

解就是案例教学。然而案例教学不仅仅包括举例教学

法，它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还包括学生对某个知识

点的深入思考和讨论，需要师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

对某个问题的独立思考，并非仅仅只是举例子的教学

手段［3］。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做好案例教学法与其

他教学法的平衡，也就是说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

两种问题:一种是过分强调传统教学方法的重要性，没

有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作用。微观经济学相对其他

学科理论性较强，涉及到大量图表和公式的推导，这

使得理论知识讲解占用了较长时间，压缩了案例教学

的课时。另一种是在教学过程中过度依赖案例教学法，

学生自主讨论占用的时间过多，使得整个微观经济学

教学过程中理论学习的时间被压缩。教师把握不好案

例教学的环节。在案例式教学环节将主动权都交给学

生，使课堂处于“放羊”状态，这种脱离了教师指导

的教学方法也有一定弊端，使学生不能认识到自己在

思考问题时出现的偏差。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到案例

教学效果的发挥。 

2.案例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目前的教学情

况来看，案例的选择、整理和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着很

大缺陷，例如案例的选择没有与最新经济动态和政策

相结合，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

不能达到协调适应。案例的选取没有经过认真的筛选，

直接采用报纸、杂志等的内容，缺乏专业性的审视和

洞察。二是教师使用的案例过于陈旧。直接使用国外

相关案例，比如在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进行讲解时，

大多数老师都会引用吃馒头解饿程度的例子，随着吃

馒头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解饿程度也就逐渐减少，

这样的案例比较陈旧，很难使学生参与到课堂的互动

中来。 

3.本土化的案例少 

在我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使用的教材以及教学

案例几乎都是基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微观经济实

践编写的，还没有形成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学

案例的教材，老师在课堂上使用的微观经济学案例大

多都来自国外的一些经典教材，这些案例虽然都能很

好的反映相应的经济学原理，但是由于文化底蕴以及

生活习惯的不同，学生在理解相关知识点的时候还是

存在一些难度，这就使得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4］。

比如对经济资源稀缺性进行讲解时，多数教科书上直

接引用大炮和黄油的案例，这两种商品虽然能够说明

相关原理，但大炮和黄油不切合生活实际，这样的案

例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4.案例教学中缺少师生互动 

(1)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仍然占有充分的主

导地位，在案例的讲解、问题的提出以及分析的整个

过程中都是教师在讲、学生在听的状态，虽然在讲解

知识点的过程中运用了实际案例，但是并没有引导学

生参与到整个案例的分析过程中来，从而没有完全发

挥案例教学法的效果。(2)学生处于被动地位。首先，

教学案例过于陈旧，或者完全引用国外案例，使得学

生不能切实感受到该经济现象与相关理论的联系，不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在教师主导的教学

过程中，学生不善于独立思考，过分依赖老师的讲解，

从而对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束缚性。案例教

学法并不只是教师对于某个现实案例的讲解，而是需

要学生参与进来，以学生为主体;最后，学生在参与讨

论的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的现象，真正参与到案例讨论

中来的总是固定的一部分学生，在小组讨论中，从案

例的选取、分析和总结都由小组中某一个或几个同学

完成，其他同学并没有完全参与进来。 

三、案例教学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1.学校对案例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没有认识到案例教学对于提高微观经济学课程讲

解的重要性，因此对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没有投入相应

经费保障和网络服务，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教学文件对

案例教学予以支持，进而导致案例教学的相关设备投

入不足。一般来说，在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过程中，

除了多媒体的应用，更多的是需要老师在讲解相关知

识点的时候运用经济学软件，也需要对相关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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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链接，但是由于学校对于案例教学法资金投入有限，

导致相关设备的运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我校教师

讲课用的电脑不能访问互联网，从而影响案例教学法

的质量。与此同时，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实施较其

他教学方法而言，比较费时费力，加之学校没有相关

的考核政策，因此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法进行讲授的

积极性会受到限制。 

2.经济学案例教学团队经验不足 

微观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要求教师能够

将专业知识与相应的现实案例完美结合起来，这对教

师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

在经济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

专业知识，还需要能够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效果的能

力。但是对于教师来说，一个微观经济学讨论式案例

的编排一般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比较费时费力，这

也是阻碍案例教学法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3.微观经济理论与现实案例的结合度不强 

由于微观经济学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又

面临着与现实中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对接，具有

一定的实用性。面对大量的图表和公式，教师在授课

方面有一定难度，既要让学生记住相关图表公式，又

要通过一定的案例教学让学生理解其实际应用，在这

两者的权衡过程中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5］。并

且在上课时所列举的微观经济学案例尚未结合我国目

前的实际状况做出理论上的创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

革开放，我国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

许多典型的经济学案例素材，但是这些案例都处于一

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要想收集到能够反映

我国经济现象的相对稳定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学

案例往往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应当加强关于中国

本土化的微观经济学案例研究，使微观经济学课程的

教学能够更好地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紧密

结合起来。 

四、提高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效果的手段 

1.案例教学方式的选择 

(1)故事性案例。故事性案例是指以讲故事的形式

让学生了解微观经济学某个知识点的案例教学方式。

教师可以在某章的开始以讲故事的形式引入章节的讲

解，也可以穿插在本章重点知识的讲解过程中，提高

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点的理解程度，强化学生运用相关

经济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需求的价格

弹性时，如果老师只是简单的说需求价格弹性表示在

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

变动的反应程度，而没有用我们生活中十分形象以及

实实在在的例子即现实性案例来说明，学生就可能会

理解不透彻，感觉生涩难懂。到底什么是需求的价格

弹性呢?比如现在风靡全国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活

动，这个活动想必大家都会在淘宝上购物，而在“双

十一”这一天最大的消费人群是没有收入的大学生，

这是为什么呢(抛出问题给学生，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到

这个案例的讨论中来)?大学生是没有收入又有很强的

消费需求的人群，因此他们更加关心商品价格的变化，

他们会在一种商品价格下降时增加购买量，而在价格

上升时明显减少购买量，也就是说大学生有很高的需

求价格弹性，因此在“双十一”商品价格相对优惠时，

大学生就成了“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主力军。另外，

通过经典的经济学小故事和历史故事来讲解经济学相

关原理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在讲到消费者行为理

论时，可以通过为什么会产生“口红效应”来说明，

“口红效应”是说在经济有下行压力时，口红的销量

反而比正常年份增加，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更

好的掌握消费者行为理论;在讲解均衡价格形成时，可

以引入黄牛票贩子的案例，由于需求大于供给，同时

价格又受到管制，实际交易价格低于市场自发形成的

价格，从而催生票贩子的产生。故事性案例能起到加

强学生理解知识点的作用，但这种教学形式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故事性案例的引入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增

加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兴趣，但是课堂以教师为主

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提

高。(2)讨论式案例。讨论式案例是指教师在讲解了某

个知识点之后，通过将现实中存在的与该知识点相关

的问题引入到课堂中，并设置相应的问题，通过学生

分组讨论的形式，给出最终的解释或解决方案。这种

案例教学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先将案例材料及问

题以书面的形式发给学生，通过学生课下的讨论和准

备，将最终结果进行课堂展示。在讨论式案例的进行

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整个过程进行相应的把控，将主

导权交给学生的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点

的理解。比如在讲述了价格弹性的相关概念之后，可

以通过国家限电方案来讨论为什么国家在过年等节假

日用电高峰期控制居民用电量时，不需要其他限制用

电量的手段，只需要适当提高电价即可达到限电的目

的，这是因为居民对于用电量的价格弹性加大，适当

提高电价，会使居民在保证正常生活的用电情况下减

少电量的使用。通过讨论式案例的教学形式，使学生

加深对价格弹性的理解。在讲到税收问题时，可以让

学生们讨论我国营改增给各行业带来的影响，从而使

学生能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3)辩论式案

例。要全面掌握所学的微观经济学知识，进一步拓展

学生知识面，可以采取辩论式案例的教学方法。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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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相对于故事型案例和讨论式案例来说，更加

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更加有利于激发学生

独立思考的潜力。首先，辩论式案例的开展需要建立

在知识点较为综合的案例之上，选取合适的案例之后，

学生需要在课下搜集相关资料充实自己的观点，最后

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辩论，使学生们加深

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并能够增强用理论解释实际问

题的能力。比如在讲到不同市场的类型时，可以让学

生探讨 2007 年发生的兰州拉面涨价事件，拉面行业接

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但同时对于兰州人民来说拉面是

每日不可或缺的主食，提价会带来重大的民生问题，

不提价又会扰乱市场秩序，那么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兰

州拉面价格呢?通过抛出问题让同学在探讨过程中掌

握相关知识。但是辩论式案例也有一定的缺点，一方

面教师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适合辩论的

素材，还要合理的引导学生进行辩论;另一方面，辩论

式案例教学对学生的要求较高，需要学生花较大精力

做准备［6］。因此，辩论式案例教学可以在微观经济

学的所有基础知识学习完成之后组织一次，加深学生

对于重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2.案例的编排 

(1)可以将故事型案例安排在每章的开始，用来引

导学生进入本章正式内容的学习，由于是导入型的案

例，因此在案例的选取过程中要注重案例是否具有吸

引力，是否贯穿全文。要通过导入式的故事型案例，

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本章要讲的内容与哪类经济现象

有关，并且要涉及到本章的重点内容，增强学生的学

习兴趣。(2)为了让学生巩固每节课所学的知识点，可

以在每章内容的讲解过程中穿插一到两个故事型案

例，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另一方面可以

在枯燥的理论讲解之后，用与相关理论知识对应的小

故事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要注意主次，引入的故事

性案例的数量要适当，太长或太多都会对理论教学时

间造成影响。(3)在每章内容讲解完之后可以编排一个

讨论式案例，增进学生对于整章内容的宏观把握和理

解。讨论式案例要与本章的重点内容紧密联系，并且

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要密切关

联，目的是让学生培养运用本章知识点独立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整个微观经济学教学完成之后，

可以通过大作业的形式编排一个辩论式案例，将经济

问题引入到课堂讨论中，老师也应该努力营造宽松开

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来。 

五、案例教学法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1)在案例素材的收集过程中，应该尽量贴近生

活，并且要能够反映当前国内国外经济发展热点，让

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能够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了解

最新的经济动态［7］。在确定案例设计方向之后，教

师应该根据案例所对应的教材内容，对案例进行设计，

清楚案例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哪些方

面的理论知识。(2)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注重适量原

则。也就是说要把握好理论教学时间和案例教学时间

的度，要明白案例教学是为理论教学服务的，最终的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因此在案例

设置过程中，要注重案例的质量，而不是案例的数量

［8］。(3)运用多媒体配合案例教学。教学过程中可

以通过播放与相应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并通过与学

生互动增强学生用理论知识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教

师在讲完理论部分后，可以利用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截取相关视频中的重点部分让学生观看，如央视《经

济半小时》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等新闻。在播放前，

先提出几个与本节课所讲相关的问题，看完视频后，

让大家结合视频，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就视频中的问

题进行分析。综上所述，目前在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

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对案例教学

的应用中应该针对不同的经济学原理选择不同的案例

教学方式，并能够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深入

浅出地讲解理论，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只有在各个

方面充分考虑，才能够有效地将案例教学法科学应用

到《微观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去，真正发挥其作用，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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