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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课程研究型教学探讨 

邓宏钟，郭腾达，李孟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研究型教学是提高大学生研究、创新能力，增加企业原创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的途径。通 

过分析研究型教学的内涵、当前高校研究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结合工程经济学的特点和 实际，指出 

研究型教学要结合课程实际，综合考虑不同学生需要，从培养学生研究、创新能力的根本出发来开展研究型教 

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工程经济学研究型教学环境，结合课程教学实际，设计了六种工程经济学研究型教学方 

式，并指 出了开展研究型教学的几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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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Economy 

DENG Hong—zhong，GUO Ten—da，Llmeng—jun 

(Department ofManagement，College ofInformation System~and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410073，China) 

Abstract：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y of the 

undergraduates and the core competi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After analyzing its connot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tuality of engineering economy，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should take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students into account in the light of the course and 

aim a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undergraduate’ s innovative capability．The authors create th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engineering economy and design six teaching methods．Finally some conditions are pointed out in th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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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人才培养，特别是创新型人才培养，是我国大学的一 

项主要任务。近年来，针对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我国各 

高校纷纷提出采用研究型教学的方式来培养、提高学生的 

创新能力，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型教学模式的观点 

是 l9世纪的德国提 出，之后许多大学纷纷把科研 引入教 

学 ，形成了研究型教学模式⋯。所谓研究型教学，是指教 

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 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优化课程结构，建立一种基于研究探索的学习模式。将 

学习、研究、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使学生能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在主动探索、主 

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 

问题和解决问题，体现始于问题、基于发现、凸显创造性 

特色的一种教学模式。 

引导下，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和科研活动，通过灵活多样的 

教学手段、方法和形式，让学生从被动听课，单向的接收 

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钻研问题，即强调学生主观能动性 

的发挥，使学生成为学习者、发现者、研究者，培养学生 

的创造力 。 

工程经济学是工程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是利用经 

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如何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经 

济效益，研究在生产和建设中如何达到技术因素与经济因 

素最佳组合的学科。作为一 门与实际联系紧密，应用性很 

强的课程，开展 《工程经济学》课程的研究型教学，能够 

激发学生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研究精神和求知欲望，提 

高学生独立学习、思考、解决实际工程经济、技术问题的 

能力，也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创造有利条件，为企业提供 

创新源动力。 

研究型教学是将学生置于教学过程的中心，在教师的 法， 

我国很早就开始跟踪国外研究型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方 

也不断结合我国的实际开展研究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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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开展研究型教学试验。在不少报刊杂志上也常常看 

到关于研究型教学的探讨 ，探索研究型教学新思想、新方 

法，也取得了不少的经验 。J。如：李得伟等在工科专业 

课程中构建了研究型教学设计的基本框架 。杨俊、王光 

明等探讨了教师因素在研究型教学实施效果中的影响 ]。 

李桂娥就如何在区域经济学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两个方面 

开展研究型教学进行了研究 引。刘纯分析了研究型教学与 

传统型教学的关系，研究型教学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刘 

冰等认为在研究型教学中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是研 

究型教学的重要 目标，并构建基于科学本质的研究型教学 

的具体教学策略 。但是在研究型教学研究过程中，也暴 

露出许多问题。 

(1)研究型教学课程的选择和设置缺乏科学的规划与 

布局 

研究型课程的选择必须有针对性，本科生培养方案中 

课程的设计和选择是围绕本科生培养 目标和专业知识结构 

确定的。不同的课程针对的是学生不同的知识和能力培养 

需要，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 

开展研究型教学的。而在实际的本科培养方案设计时，研 

究型教学课程的选择较盲 目。一些不适宜开展研究型教学 

的课程也被选进来。 

(2)教学班的选择缺少斟酌 

由于前几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大学扩招 ，各大学一个教 

学班的人数一般都达到四五十人，是国外大学一个教学班 

人数的两到三倍。个别热门专业，一个教学班人数达到了 

生活 

一 百人。一些学校在开展研究型教学时，没有考虑到研究 

型教学必须是 “小班”教学模式的特点。在一些 “庞大” 

的班级开展研究型教学时，分组数量可达十几个 ，一个小 

组一学期难得轮上一次。在这样的 “大班”中开展 “小 

班”模式的研究型教学，很难达到研究型教学的目的。 

二、《工程经济学》研究型教学环境设计 

《工程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经济知识课程，它紧 

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及工程经济学发展成果的实际，对有 

关经济现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进行分析。 

《工程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与实用性、定量性与预测 

性、系统性与综合性等特点。《工程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将 

为学生今后从事企业经营决策、项目投资评估、工程咨询、 

工程经济论证等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工程经济 

学》课程不但要求学生全面、系统掌握基本理论，还必须 

具有实践能力及综合素质。如果只按一般课程的教学要求 

和教学 方式进行教学 ，显然会有所欠缺，因此有必要对 

《工程经济学》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 

针对 《工程经济学》课程的特点，遵循研究型教学的 

理念和思路，从老师、学生、现实生活三个主体，从三个 

主体间的互动、交流的途径、媒介上的分析、归纳和总结， 

我们认为研究型教学环境设计必须结合学生知识学习的全 

过程，深入到能力培养的每一个环节。《工程经济学》研究 

型教学环境构想如下 ： 

图1 《工程经济学》研究型教学环境 

《工程经济学》研究型教学环境主要包括三个子环境： 

(1)师生交流环境 

传统教学方式下的教学效果和研究型教学目标的实现 

都严重依赖于老师和学生问的交流方式与交流质量。良好、 

互动的师生交流环境将有助于学生研究、创新思想的培养。 

师生交流环境从师生交流媒介和渠道上划分，主要由教材、 

课堂教学、练习、平时交流和试卷五部分组成。一部系统 

性、针对性、可读性强，难易适中的教材，综合应用案例 

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适度且有意义的课堂和课后 

练习，通畅而有创意的交流，客观、准确的考核方式是良 

好的师生交流环境的主体和建设目标。这五个方面的建设 

是奠定学生研究和创新思路的基础。 

(2)学生间的相互交流环境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与学生问的相互学习、交 

流不受重视，往往被忽视。其实，大学生在大学生活、学 

习的过程中，由于他们背景相近，更容易受同学的影响。 

大学中 “近朱者赤”、“同流合污”，一个寝室四个学生全 

部挂课的现象比比皆是。《工程经济学》的研究型教学不仅 

仅要注意课堂上几个小时的学习，更应该注意课堂外，学 

生问的学习、交流。通过分组讨论、课程大作业等形式将 

学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比拼的精神带进来。 

(3)学生与现实生活交流环境 

《工程经济学》是--19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的理论知 

识来源于生活，也必须应用于生活，能解决生活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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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一个工程项 目的财务效果计算 ，多个方案的经济 

效果比较，设备的更新分析等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碰 

到的问题。加强学生与现实生活交流环境的建设，从现实 

生活中提炼鲜活的工程经济问题 ，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研究 

兴趣，提高学生实际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三、构建 《工程经济学》研究型教学创新氛围 

的具体措施 

在 《工程经济学》课程的研究型教学过程中，我们结 

合学生的需要，以提高学生研究、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为主要 目标 ，通过不断探索，并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 

进行了实践，发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能够真正提高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的措施。 

(1)精选教材 

所有课程都存在精选教材的问题，但对于开展研究型 

教学的课程，其教材的选择更偏重了选择具有开放性、实 

践性、研讨性教材，教材内部每一章可围绕一个问题而展 

开，自成体系，各章间可相互独立 ，教材可采用讲义的形 

式，不断进行调整、添加最新的内容。我们 《工程经济学》 

就采用的是 Sullivan编写的英文教材，教材内容很多，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只讲授其中主要的几章，应用部分的大部分 

章节需要学生自学，研究前面所学基础知识如何应用到后 

面的问题中。 

(2)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 

工程经济学中，既有概念、定义、思想、理论的介绍， 

也有等值计算等数学公式的推导，还有理论方法在现实经 

济问题中的应用。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式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 

学生的兴趣，针对概念、定义部分内容，我们以讲述，以 

案例来进行讲解。等值计算、公式推导部分，我们则通过 

板书推导、学生试算来加深学生对过程的理解。应用案例 

分析、研究部分，我们提前布置相关作业和资料，学生分 

组调研、分析、研究 ，撰写报告，课堂上老师随机抽查， 

以学生上台汇报的方式，让学生知道如何运用书上的知识 

来分析问题，加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3)大作业通贯式练习 

由于 《工程经济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围绕方案设计、 

经济分析、比较、选择和评价这一中心问题 的，为了加强 

学生对整个工程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解，形成一个整体的 

概念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我们在等值计算章节设计了一个 

设备采购的等值计算分组大作业。等讲授完方案比较后， 

又要求学生就同样的问题，对不同组的付款方案进行经济 

比较。最后当学完了折旧、重置分析后，我们在前面设备 

采购问题上又加上折旧、税收等条件，要求学生就不同方 

案进行税后经济分析。通过一个大作业的多阶段、全方位 

综合练习，把整个教学内容贯穿起来，加强了学生对工程 

经济知识体系的理解和培养目标的认识。 

(4)成绩评定多元化 

现在大学生学习中存在一个现象，平时不学、不思考 

问题，上课打瞌睡或逃课，最后考试前加班突击。大部分 

学生因为基础较好，；bn_k考试题目较简单，能够顺利通过 

考试，使得更多学生加入平时不学习行列。针对学生在根 

源上不想研究、思考问题，只为通过考试的现象，为了提 

高学生研究问题的源动力和压力，我们将 《工程经济学》 

课程成绩设计成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相结合，多方位、多阶段综合评价的方式。《工程经济学》 

课程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20％ (平时作业 

10％ ，小组汇报 5％，个人汇报 5％)，期中考试成绩 占 

20％ ，期末考试成绩 占60％。在这种评价体制的引导下， 

学生上课更加主动积极，学 习成绩好的学生为了得高分， 

学习积极。成绩差点的学生为了避免考试过不了，想多拿 

些平时成绩，表现更积极。主动要求上台汇报自己研究内 

容。特别是期中考试结束后，考得差的学生的压力非常大， 

平时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 

采用多阶段成绩评定也解决了学生成绩由期末考试～ 

锤定音的模式，对于一些考试应试能力差、发挥不好的学 

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避免出现学习好，考不好 ，分数 

低的现象。更加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5)分层次按需培养 

到了大学阶段，大学生开始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 

重点和方向。不同的学生 ，兴趣大不相同，也展现出不同 

的素质。对 《工程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学习要求、目的也 

不同。一部分学生只想掌握基本知识，不想在此领域进行 

深入研究。一部分学生对工程经济学非常感兴趣，不但想 

考高分，还想真正深入研究工程经济问题，想以后考研， 

做这方面研究。针对学生的这种差异化需要 ，我们在课上 

讲授内容时，对基础知识重点讲授，加强拓展性内容的介 

绍。同时，在每节课的课后作业中，分别布置了必做题和 

选做题。必做题要求所有学生必做 ，属于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所有人必须掌握的内容，如等值计算等。选做题则 

主要是一些研讨、案例分析题和一些课本上没涉及到的一 

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折 旧一章中的复合折旧研究问题 ， 

二手车价格评估案例。这种分层次 ，按需培养减轻了对本 

课程兴趣不大的学生的学习压力，也满足了高要求学生的 

需要。 

(6)加强工程经济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 

工程经济学是一门与日常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学科。 

《工程经济学》课程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掌握工程经济概 

念、定义、计算公式，还要求学生能够通过课程学习，发 

掘生活工作中的工程经济问题，通过问题提炼、分析，最 

终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和方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 

特别注意问题、案例的设计。我们的研讨问题和案例、布 

置的作业都是与学生日常生活，与他们将来的工作紧密相 

关，如考虑利率、汇率、物价指数波动情况下的房屋购买 

方案，支付方式的分析、决策、研究问题，汽车折旧、交 

易价格案例，电脑购买决策等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学生 

现实生活和将来生活将会遇到的问题，学生很感兴趣，能 

提出自己独到见解，提出教材中一些尖锐的、深层次问题。 

一 部分学生则通过到客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调查汽车磨 

损、维修、折旧和更新情况，发现其中的经济问题，并加 

以解决，提高了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四、结束语 

通过三年的 《工程经济学》研究型教学试验、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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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学生的自学能力，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 

到很大提高，学习效果及考试成绩也比较理想。但是在开 

展研究型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教学班 

都适合开展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的开展也有其条件， 

在开展研究型教学中要注意： 
一 是分组规模不能太大。在教学过程，我们经常需要 

对学生进行分组，开展分组讨论和练习，如果一个组人数 

较多，学生就会相互依赖，参与积极性不强，研究效果反 

而不好。同时，分组数量也不能太多，组数多了后，每组 

汇报、交流的机会就少了，研究的交互性降低。 

二是学生课后时问必须充分保证。研究型教学需要学 

生查阅大量相关资料，通过问题探讨和研究撰写报告。如 

果课余时间太少，课后查阅文献资料、开展研究的时间不 

充裕，学生就只能就事论事，不能创新性地提出深层次问 

题，也就达不到研究型教学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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