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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地理   》专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国际经济地理 

（英文）Inter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课程代码 0060609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8 

开课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国商 23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国际经贸地理》李南、 9787302574101、清

华大学出版社、2021 年 3 月第 2 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国商和物流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分为总论和国别分

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是为国别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全球贸

易态势，主要阐述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各种宏观因

素，二是大宗商品如能源、农产品、钢铁、汽车等主要工业制成品的全

球生产和贸易状况。国别分论分别阐述了发达国家、转型经济国家、新

兴工业化国家、农矿原料出口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目的在于更

好地了解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商品结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全面了解国际贸易的地理格局和世界贸易的主要运输航线及路径，并

全面了解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市场的分布变化，有利于学生后

续其它专业课程的学习。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国际商务、物流管理等专业大一或大二学生学习，同时适合

商贸类其他专业选修。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3.15 

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定时间 2024.3 

学院负责人 （签名） 批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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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了解世界农产品、工业品的生产和贸易格局，服务贸易的世界格局 

2 掌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现状 

技能目标 
3 能够使用搜索引擎和专业网站搜索国际贸易数据及贸易相关的信息 

4 能够合作完成数据分析和调查报告的撰写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了解我国近几十年在外贸领域的发展成果，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者奠定基础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 1章 绪论 

知识点：地理区位和世界贸易中心迁移的历史和现实 

能力目标： 

理解国际经贸地理的研究内容，形成对课程的初步认识； 

理解地理因素对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影响； 

掌握世界贸易中心迁移的轨迹和动因。 

第 2章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国际贸易 

2.1 自然地理环境对国际经贸的影响 

知识点：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能力目标： 

理解自然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 

掌握自然地理环境对国际经贸活动的影响。 

2.2 人文地理环境对国际经贸的影响 

知识点：人文地理环境因素 

能力目标： 

理解人文地理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 

掌握人文地理环境对国际经贸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数据的查询方式 

第 3章 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 

知识点：农产品贸易构成和分布 

能力目标： 

掌握世界范围内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的生产分布和贸易格局； 

了解世界粮食问题的成因和变化趋势。 

教学重难点：农产品贸易相关数据查询与分析 

第 4章 世界大宗矿产品生产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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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世界能源贸易和矿产贸易构成和分布 

能力目标： 

掌握世界大宗矿产品生产的地理分布和贸易流向； 

了解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矿产品的价格变化规律； 

了解新能源发展对传统化石能源市场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能源贸易相关数据查询与分析 

第 5章 世界工业生产与贸易 

知识点：世界工业制成品贸易构成和分布 

能力目标： 

了解世界工业生产分布的密集地带； 

掌握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格局和贸易状况。 

教学重难点：工业制成品贸易相关数据查询与分析 

第 6章 世界服务业发展与贸易 

知识点：世界服务贸易格局 

能力目标： 

理解现代产业发展规律，认识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 

了解国际旅游、金融服务等主要服务部门的全球性格局。 

教学重难点：服务贸易相关数据查询与整理 

第 7章 国际货物运输地理 

知识点：国际货物运输方式及特点 

能力目标： 

了解五种现代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性； 

掌握主要外贸运输通道的空间分布和适用范围； 

掌握集装箱运输和大陆桥运输的主要特征。 

第 8章 亚洲 

知识点：亚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能力目标： 

熟悉亚洲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分布特点和规律； 

掌握日本、四小龙等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发展。 

第 9章 欧洲 

知识点：欧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能力目标： 

熟悉欧洲国家，特别是秀主要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贸易活动特点与规律； 

掌握欧洲主要国家重点产业门类的空间分布格局和趋势； 

了解欧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历程和方向。 

第 10章 非洲 

知识点：非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能力目标： 

了解非洲主要国家的经济贸易特点和规律； 

了解非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背景、现实困境与发展方向。 

第 11章 北美洲 

知识点：北美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SJQU-QR-JW-052（A0） 

能力目标： 

熟悉北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贸易活动特点和规律； 

掌握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主要产业部门的生产与贸易情况； 

理解美国产业空间布局演进的轨迹和原因。 

第 12章 拉丁美洲 

知识点：拉丁美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能力目标： 

熟悉拉美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分布特点和规律； 

了解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起飞历程。 

第 13章 大洋洲 

知识点：大洋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能力目标： 

理解大洋洲国家的经济特征与国际经贸格局； 

熟悉澳大利亚的主要产业分布与贸易情况。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 2 3 4 5 

第 1章 绪论 √    √ 

第 2章 自然地

理、人文地理与

国际贸易 

2.1 自然地理环

境对国际经贸的

影响 

√  √ √ √ 

2.2 人文地理环

境对国际经贸的

影响 
√  √ √ √ 

第 3章 世界农产

品生产与贸易 
√  √ √ √ 

第 4章 世界大宗

矿产品生产与贸

易 
√  √ √ √ 

第 5章 世界工业

生产与贸易 
√  √ √ √ 

第 6章 世界服务

业发展与贸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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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国际货物

运输地理 
√  √ √ √ 

第 8 章 亚洲  √ √ √ √ 

第 9 章 欧洲  √ √ √ √ 

第 10 章 非洲  √ √ √ √ 

第 11 章 北美洲  √ √ √ √ 

第 12 章 拉丁美

洲 
 √ √ √ √ 

第 13 章 大洋洲  √ √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 1章 绪论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 2  2 

第 2章 自然

地理、人文地

理与国际贸易 

2.1 自然地理

环境对国际经

贸的影响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 2  2 

2.2 人文地理

环境对国际经

贸的影响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 2  2 

第 3章 世界

农产品生产与

贸易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第 4章 世界

大宗矿产品生

产与贸易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第 5章 世界

工业生产与贸

易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第 6章 世界

服务业发展与

贸易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第 7章 国际

货物运输地理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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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贸易现状

分析 
课内实验 小组作业  4 4 

第 8 章 亚洲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第 9 章 欧洲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第 10 章 非洲 
第 11 章 北美

洲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第 12 章 拉丁

美洲 
第 13 章 大洋

洲 

讲授+讨论 
课堂讨论、小组

作业、小组项目

报告 
2  2 

国别贸易现状

分析 
课内实验 小组作业  4 4 

合计 24 8 32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行业贸易现状分

析 
行业贸易现状分析 4 ④ 

2 
国别贸易现状分

析 
国别贸易现状分析 4 ④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思政教学目标： 

1.让学生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外贸格局等有所了解； 

2.让学生对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作用、市场特点、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有所了解； 

3.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思政教学内容设计： 

1.对课程重新进行系统性的设计，找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契合点，以无缝对接和

有机互融的方式，建立内在契合关系，做到“基因式”融合。就一门课程而言，我们应该

基于本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遵循“思政”“专业 的基本原则，仔细设计“课程思政元

素地图”,并认真考虑如何整合专业知识，理清专业内容与思想政治要素之间的关系。 

2.思政融入要立足学科的特殊视野、理论和方法，采取化整为零、“重点”突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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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字上下功夫，做到深度融合。比如，在讲“产业结构”和“区域不平衡问题”时，

融入“协调发展理念”；讲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先污染，后治理”时，融入绿色发展、可

持续发展理念；在讲“产业比较优势理论”时，融入“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的观念；在

讲“公平与效率”时，融入“共享发展理念”等。 

3.思政元素的融入，要从现实问题、热点问题出发，以学生喜闻乐见的问题导入。学习知

识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要以课堂教学为重心，与时俱进。当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了，教师

再结合专业，因势利导，鼓励学生个人或团队将学习研究延伸到课外。 

教学方式方法设计： 

1.专题嵌入式 

专题嵌入式是指讲授具体专题时，由于整块思政内容占较大篇幅，所以将知识目标和课程

思政的目标有机融合。比如，爱国企业家在从事企业经营时的家国情怀。 

2.元素融入式 

元素融入式是指在专业知识里，挖掘思政元素，让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以专业

知识为主，将国际贸易地理知识点尽可能地转化，增加思政元素，使课程在科学性、思政

性上有了变化，但是又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展开，在显性的专业知识里融入隐形的思

政内容，润物细无声。 

3.隐形渗透式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要加强自身的专业储备，持续学习，补充新知，还要注重

科研、教学两手抓。不仅要满足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要求，还要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和人

文素养。身教胜过言传，教师的专业储备、政治素养、人文素养以及敬业的态度就是专业

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结合的最好证明，这些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思政教学评价设计： 

评价体系的设计主要包括研究思路评价、成果展示评价和成果转化评价。通过课堂提问、

作业、阶段性测试、期末小组报告等形式了解学生对国际贸易地理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

通过有效利用翻转课堂、慕课、移动终端、新媒体、“第二课堂”等平台或载体丰富教学

手段，使用学生喜闻乐见，学有所获的内容、手段和评价。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4 5 

X1 40 小组项目报告 20 20 20 20 20 100 

X2 20 课堂讨论 20 20 20 20 20 100 

X3 20 小组作业 30 10 20 20 20 100 

X4 20 小组作业 10 30 20 20 20 100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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