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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学  》专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宏观经济学 

（英文）Macroeconomics 

课程代码 0060134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16 

开课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2022级工商企业管理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基础选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下册，西方经济学编写

组编写，9787040525540，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9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是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 0060591（2） 

课程简介 

《宏观经济学》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研

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及其成果，这些经济行为及成果通过一些变量来表

示，并揭示它们如何决定及相互关系。宏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总量分析的

基本方法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

国家政策等经济现象。其中心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决定问

题，而其落脚点则在于如何解决各种宏观经济病症，即如何实施宏观经

济政策，使国民经济能健康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充分就业、物价

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宏观经济

的运行机制，掌握宏观经济基础分析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理解宏观经

济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懂得如何预期和适应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变

化，能够较熟练地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宏观

经济的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面向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专科学生开设，适合二年级第二学期学

习。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1.15 

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定时间 20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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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如国民生产总值（GDP）、通货

膨胀、失业率等；掌握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模型和理论，如凯恩斯经

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 

2 
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 

技能目标 

3 
培养学生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

能力；培养学生评价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 

4 

能够理解和解释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并提出合理建

议。能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和影响，如经济增长、通货膨

胀、失业等；具备运用宏观经济学模型和工具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

评估的能力。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培养学生对宏观经济问题的敏感性和思考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

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培养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培

养学生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6 

培养学生能够“用经济学知识讲好中国故事，用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发展成就”，根据知识点和技能点挖掘“制度优势、治国理念、企业

精神、自我发展”等思政元素， 进而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涵养和积

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政治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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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 1： 宏观经济学概论 

教学内容： 

1.1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2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1.4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能力要求： 

①知道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 

②理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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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了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教学重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教学难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单元 2：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教学内容： 

2.1 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2.3 国民收入恒等式及核算 

2.4 价格水平及其衡量 

2.5 失业及通货膨胀 

能力要求： 

①知道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 

②理解国民收入各个总量的概念及其关系； 

③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 

④理解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方法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恒等式。 

⑤了解失业及通货膨胀的定义及成因 

教学重点：国民收入各个总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方法 

教学难点：国民收入各个总量之间的关系 

单元 3：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收入支出模型 

教学内容： 

3.1 均衡产出 

3.2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3.3 二部门、三部门、四部门经济的国民收入决定及变动 

3.4 乘数论 

能力要求： 

①掌握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②理解其他消费理论； 

③分析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④理解投资乘数等乘数的概念。 

教学重点：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投资乘数

原理 

教学难点：乘数理论及其应用 

单元 4：国民收入决定：IS-LM 模型 

教学内容： 

4.1 投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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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S 曲线 

4.3 利率的决定 

4.4 LM 曲线 

4.5 IS－LM 理论模型 

4.6 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能力要求： 

①知道投资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②分析 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移动； 

③分析货币需求动机； 

④理解货币需求函数； 

⑤理解利率的决定； 

⑥运用 IS―LM 模型分析经济现象； 

⑦掌握凯恩斯基本理论。 

教学重点：投资的概念  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移动  货币需求动机  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移动 

单元 5：国民收入决定：AD-AS 模型 

教学内容： 

6.1 总需求函数和总需求曲线 

6.2 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 

6.3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模型 

6.4 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移动的效应 

能力要求： 

①知道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基本形状与基本含义； 

②理解总供求曲线的得出过程； 

③理解总供求的均衡模型和总供求曲线移动产生的效应。 

教学重点：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基本含义、总供求的均衡模型和总供求曲线移动的效

应 

教学难点：总需求曲线的推导、总供求的均衡模型和总供求曲线移动的效应 

单元 6：宏观经济政策 

教学内容： 

5.1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及影响 

5.2 财政政策及效果 

5.3 货币政策及效果 

5.4 两种政策的混合应用 

5.5 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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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供给管理政策 

能力要求： 

①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②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经济政策目标； 

③了解功能财政思想和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原理。 

教学重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其运用 

教学难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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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一单元 √ √ √ √ √ √ 

第二单元 √  √ √ √ √ 

第三单元  √ √ √ √ √ 

第四单元  √ √ √ √ √ 

第五单元 √ √ √ √ √ √ 

第六单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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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讲述教学法；讨论学习法 作业及讨论 2 2 4 

第二单元 讲述教学法；讨论学习法 作业及展示 4 4 8 

第三单元 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 作业及展示 2 2 4 

第四单元 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 作业及展示 2 2 4 

第五单元 讲述教学法；合作学习法 作业及展示 2 2 4 

第六单元 讲述教学法；合作学习法 作业及展示 4 4 8 

合计 16 1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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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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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 是衡量经济

的好指标吗？ 

通过分析中国近几年 GDP 高速增长现

状，讨论伴随 GDP 的增长人们生活水

平是否同步提高，探讨 GDP 的局限性，

并对 GDP 进行修正。 

4 设计型 

2 失业问题 
通过调研某国或某地区近年来的失业

现象，分析失业的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4 综合型 

3 通货膨胀问题 

通过调研某国或某地区近年来的通货

膨胀现象，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提

出对策建议。 

4 综合型 

4 
我国的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分析 

在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定义及使

用的基础上，能够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

形势，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实施依据、预期效果及局限性。 

4 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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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

经济学科，对于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和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宏观经济学课程不仅仅是传授

经济学理论知识，更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观念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因此，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思政教育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宏观经济学课程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在课程教学中，不仅

要传授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更要引导学生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环境保护、

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关系。通过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等教学手段，让学生深刻理解经济发展

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挑战，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增强对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宏观经济学课程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加

速推进，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在课程设计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通过开展课程设计、论文写作、实践项目等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关

注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鼓励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培养他们在未来经济发

展中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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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宏观经济学课程还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追

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更应该关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国内外经济现象、政策调整等方式，让他们深入了

解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设计旨在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培

养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他们未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只

有在这样一种思政教育设计下，宏观经济学课程才能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为国家和社会

培养出更多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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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40% 期末开卷考 10 10 20 20 20 20 100 

X1 20% 课堂展示 10 30 20 20 10 10 100 

X2 20% 课堂小测验 20 20 20 20 10 10 100 

X3 20% 考勤及反思 20 20 20 20 10 10 100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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