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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教学法”在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杨　清，窦学诚
（甘肃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空间结合规律的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文章从 “专题教学法”在区

域经济学教学中的意义入手，认为专题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对知识的系统性理解、有利

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专题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强化课堂教学效果。同时，在专题教学

中，教师应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以典型性、生动性为特征，精心编制专题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

主体，师生互动，选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以提高学生专业水平为目标，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最终通过优化考核方式，适度体现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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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观点，研究国内不
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

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是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相结

合的产物，是研究和揭示区域与经济相互作用规

律的一门学科。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

展，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推动经济快速、协调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众多区域问题的产生以及国家实施的一系

列区域政策的出台，使得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实

践的研究也迫在眉睫，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需求之

下，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和相关研究受到了广泛的

重视，教学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水平逐年提高。

目前，全国已有１００多个区域经济学硕士学位授
权点，３０多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几乎所有的经济
学本科教学中均将区域经济学列为专业必修课，

以适应社会对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全面性的

需求。所以，区域经济学无论是作为一个二级学

科还是作为一门经济学专业核心课程，在理论研

究和专业学习中已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笔者在多年的区域经济学教学中发现，区域

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其实践性较强，主

要研究内容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其中的

理论基本上都是在某一假设条件下成立的，并伴

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和逻辑联系［１］。传统的教学方

法只是简单的理论讲授，而在实践中这些理论则

显得更加空洞、抽象，缺乏实用性，在一定程度

上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课堂教学中使用

专题教学法，恰恰能够成为理论教学的有效补充，

一方面能够让学生脱离教材，接触大量的相关信

息，激发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能将零碎的知识系

统化，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

效果较好。

一、“专题教学法”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

重要意义

“专题教学法”是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打

破原有教材章节体系限制，有选择的调整和整合

教学内容，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教学内容，突出教

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２］，以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一

种教学方法。

（一）有利于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

区域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具有较

强的应用性和综合性。但是，应用性是建立在较

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区域经济学的教学

和学习过程中，有较多的区域经济的理论，诸如：

区位理论、大推进理论、梯度推进理论、增长极

理论等等。一般而言，理论教学和学习往往会陷

入 “就理论教理论” “就理论学理论”的困境。

引入 “专题教学法”可以避免这一矛盾的出现，

通过专题中的实例等，学生对知识点能有较为感

性的认识，有助于理论的深入理解。

（二）有利于构建学生系统性的知识框架

区域经济学的内容多，且较为零散，如果一

味按照教材进行讲授，学生掌握的知识势必是零

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对知识的应用

程度，通过 “专题教学法”，一方面能使学生掌

握教学大纲中要求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能够帮

助学生通过专题掌握较多知识点及其各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这对于构建学

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框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区域经济学基于其应用性，研究的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其最终

目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区域整体经济效

益，同时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

指导，也就是说要指导实践。运用 “专题教学

法”有利于学生借助于专题对某些知识点进行融

会贯通，同时，能将区域经济的理论与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实践相联系，有所思考和启发，最终

能够运用所学区域经济理论知识有针对性的分析

区域问题，为日后的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四）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强化课

堂教学效果

区域经济学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是将区域经济学

的相关理论按照教材讲授给学生，而在实践中这些

理论则显得更加空洞、抽象，缺乏实用性，在一定

程度上难以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１］。而专题教学法

重点突出，针对性强［３］，有一定的系统性、综合性

和启发性的特点，能够结合相关知识点和社会热

点，可以加深学生对特定问题的理解，有利于学生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由于

在专题教学法过程中会运用到多种教学手段，避免

课堂教学方式的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

生学习的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

二、“专题教学法”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

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运用 “专题教学法”

主要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变，本研究中主要

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能力培养和考核方式

四个方面探讨教学模式的优化，以期取得较好

的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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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以典型性、生动

性为特征，精心编制专题教学内容

“专题教学法”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

一就是专题教学内容的选定和编制，为了使专题

教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在编制专题教学内容的

过程中，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教学内容要以教学大纲中的内容为主要依据，这

是基础；其次，专题教学的内容要突出科学性和

学术性，不能为 “专题而专题”，在内容的设定

上，既能让学生对已有知识进行强化，同时还能

让学生有所思考，在思想或方法上有所启迪，扩

大知识面；最后，专题教学内容的设定应结合社

会热点，站在学科前沿，不断更新教学内容［２］。

笔者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梯度

转移理论，将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空间结构的演

变”作为专题教学的内容，一方面能让学生真正

理解梯度转移理论的含义以及实施梯度转移需要

具备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一理论和我国实

际情况相结合，学生的感性认识较强，在随堂讨

论过程中学生 “有话可说”，学生不仅理解了梯

度转移理论，同时也了解了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

演变，一举两得。同样，为了能使专题教学内容

结合社会热点，笔者在近期的讲授中，将 “一带

一路”作为专题来进行讲授，一方面将其作为课

本内容的补充，另一方面，通过 “一带一路”的

讲授，可以将之前学习的相关理论进行穿插式回

顾，强化理论教学效果。

（二）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选取形式

多样的教学手段

课堂教学始终应该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教

师单纯的讲授，学生被动的接受在课堂教学中是

不可避免的。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进行 “专

题教学法”则能化被动为主动，这就要求不断地

探索与课程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一方面，专题教

学的内容不拘泥于教材，能更好地吸引学生，另

一方面，专题教学的方法多样化，更能增强课堂

的互动效果。“专题教学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形

式的教学手段，才能达到充分的师生互动目的。

在教学手段的使用上，应根据不同的专题内容而

有所不同，将授课教师讲授、学生重点发言、小

组讨论、全班讨论、随机提问、视频观看和辩论

等多种形式结合。

在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选择上，笔者认为

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注重学生自身的知

识基础、知识体系和认知能力，设定讨论的内容

应该是学生较为熟悉的，以避免讨论中学生 “无

话可说”，课堂互动无法进行；另一方面，教师

应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实践经验和相应的课堂

组织教学技能，熟悉专题内容，并已经对内容进

行深入研究和准备，广泛占有资料，做足充分的

准备，以便在互动中有的放矢。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以 “兰州新区”作为区

域经济学课程的一个专题内容。首先，该内容涉

及的研究对象所在区位与学生所处区位较为临近，

学生有较好的感性认识；其次，笔者借助 “兰州

新区”宣传视频，将枯燥、单一的信息描述通过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音画形式表达出来，增加课堂

信息量，使授课内容变得生动、丰富，在后期的

教学评价中显示，此种教学手段广受学生喜爱，

教学效果凸显；再次，通过视频演示后，学生展

开广泛讨论，即便对相关课本知识不熟悉或限于

能力不能融会贯通，但由于此区域学生较为熟悉，

在讨论中总能言之一二，避免了学生 “无话可

说”，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最后，通过总结，强化了学生对视频中相关理论

和知识点的理解。

（三）以提高学生专业水平为目标，培养学

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区域经济学为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而经

济学专业培养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备坚实

经济理论，熟练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能力较强、素质较高并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能在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

进行区域经济发展分析与研究的应用型人才。这

一目标要求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知识

面的拓展和专业综合素质的提高。“专题教学法”

以其内容的综合性，知识的系统性，能够成为以

课堂教学为主，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补充。

笔者在教学中，将 “甘肃区域发展战略”做

为专题，安排在所有教材内容讲授完之后。在专

题讲授过程中，笔者通过 ＰＰＴ进行主要内容展示
和讲授，在此之后，要求学生对发展战略结合自

己的家乡或自己了解的某区域进行分析。在此过

程中，学生能够分析到的多为与战略相关的产业

发展方面的内容，虽然与教学目标有一定的偏离，

但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之后，笔者通过总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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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区域经济的理论上。通过启发，让学生进

行相关理论的剖析，学生能结合该战略，联想到

之前授课内容中的增长极战略、梯度转移战略以

及不均衡发展战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

面锻炼了学生从实践中找理论的能力，另一方面

学生对于实践中的相关政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和分析。同时，也使学生学会了 “区域战略／规
划”的一般格式和内容要点，效果较好。

（四）优化考核方式，适度体现能力考核

考核是检验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对于

运用 “专题教学法”作为主要辅助教学手段进行

讲授和学习的课程，考核方式的优化势在必行。

笔者在运用此教学方法后主要使用的考核方式是

讨论加论述题的方式。对于学生的能力测试主要

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平时课堂中参与讨论的表

现，计入考核成绩：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笔试过程

中的 “案例分析讨论题”，让学生依据所学理论，

对案例材料中的专题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提炼，并

就提炼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在实践中，学

生能够提炼出来的观点以及依据的理论多种多样。

经笔者观察，一般在专题教学过程中积极参与讨

论和发言的同学，对驾驭材料的能力较强，提炼

出的观点明确，理论准确，论据充分。所以，对

于专题中知识点的总结和规划在考核中予以体现，

是激发学生对专题教学予以重视的最好途径。

三、结束语

将 “专题教学法”运用在区域发展经济学教

学中是笔者在课堂教学中的一个尝试。目前，在

笔者的教学中共有７个专题教学模块。从教学过
程来看，教师专业知识的储备和课前的精心准备

是做好专题教学的基础，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和

多种形式教学手段的运用是专题教学成功的关键；

就教学效果来看，学生较为乐意接受此种教学方

法，对于专题教学法中涉及到的知识点和相关扩

展内容，学生掌握较好，并能做到融会贯通。

［参考文献］

［１］杨清，姚永鹏．案例教学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运
用 ［Ｊ］．当代经济，２０１２（９）：１２０．

［２］郭丽．专题式教学法在 “国际贸易”课程中的应用

［Ｊ］．合作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４（１３）：１６２．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６５／ｊ．ｃｎｋｉ．ｈｚｊｊｙｋｊ．２０１４．１３．０８６

［３］郝宗珍．专题教学法：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Ｊ］．
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４７（４）：８２．

［４］杨清．浅析 “时政”案例在发展经济学教学中的运

用 ［Ｊ］．高教论坛，２０１５（２）：６８．
［５］唐礼智．区域经济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Ｊ］．

鸡西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９（２）：１４．
［６］贺春先．案例教学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Ｊ］．

时代金融：下旬，２０１４（７）：１８４．
［７］丁生喜．《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Ｊ］．科

教导刊，２０１０（５）：４６．
［８］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 ［Ｍ］．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姚春玲．区域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Ｊ］．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综合版），２０１０（３）：５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９５／ｊ．ｃｎｋｉ．ｊｉｍｕｆｅ．２０１０．０３．０２３．

［１０］李桂娥．研究型教学在 《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应

用 ［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１（６）：９０．

５７第２期　　　　　　杨　清，等：“专题教学法”在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