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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经济教育的探索

——围绕“需要”的教材开发

沈晓敏

摘要 中国大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逐步关注经济教育，但是在正规课程中仍然没有独

立的经济课程，除了高中思想政治课设有自成体系的经济领域，小学和初中的经济内容分散

在品德与社会课程、思想品德课程的各个主题中，并以消费和理财为重点。经济教育仍然从

属于品德教育和思想教育，且分散在各主题中的经济内容相互间缺乏关联，整个经济教育缺

乏明确的目标与核心概念。这样的经济教育难以让学生真正理解理智消费和节约金钱的意

义，也不能理解某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之所以更合理更具优越性，更无法运用所学的经济

知识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解决生活问题。为探索系统而有效的经济教育内容体系的构建，

笔者在编写小学品德与社会教材之际，尝试基于“需要”这一概念开发了一学期内含有四个

单元的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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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中小学经济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我国中小学正规课程中没有独立开设的经济教育课程，经济教育内容包含在政治课（或

称德育课）中。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并仿效前苏
联的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校教育的一切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有关生产、分配、利润等与经济有点关系的教学内容包含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这

些常识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工人的实质、宣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为目的。可以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并没有真正的经济教育，与经济有关的教育内容只是作为树立正确

的政治思想意识的工具。这种情况直到 19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改变。
（一）1980年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经济教育的开始
1978年开始，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私营经济日益活跃，

社会价值观念也趋于多元化。改革开发十年后，基础教育终于引来了一次大变革。这次改革

的成果之一是，小学自三年级开设社会课，取代 4-6年级的历史课和地理课。1988年《九
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社会教学大纲》（初审稿）颁布，社会课在 1949年后首次被列入中
小学课程中。该教学大纲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实验后第一段时间后，进过修订，于 1992年以
“试用稿”名义正式颁布，第二年开始在全国实施。

1988年的教学大纲规定，社会课的目标之一是“根据小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渗透一
点有关商品、竞争、效益、改革、自立等新的观念，初步培养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

（1992年试用稿删除了其中的“竞争”。）
教学内容分为认识周围社会、认识祖国、认识世界三部分。

“认识周围社会”的第 2条：知道家庭生活基本需要（衣、食、住、行）与社会生产的
关系。知道满足生活基本需要必须有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尊重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们。

第 7条：学习一些简单的买卖东西的常识。观察附近的粮店、副食品店、菜店、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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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农贸市场等，知道一些粮、油、蔬菜、瓜果的价格及其变化。学会去商店、市场购买商品。

（1992试用稿将第一句改为：“知道一些商业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和买卖东西的常识。”）
“认识祖国”的第 10条：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伟大成就。从一些数字看我国

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知道我国年产量居世界前列的主要物产。知道对外开放

和特区建设。知道石油城大庆、葛洲坝水利工程、大亚湾核电站。知道我国人口多，资源相

对不足，人均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知道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存在的困难。

（92年试用稿删除了“我国年产量居世界前列的主要物产”， “人均生产总值仍居世

界后列”“（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的困难”等）

以上三条教学内容可以表明小学开始有了经济启蒙教育，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1）
认识生活基本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理解各行各业的价值。（2）学习买卖东西的常识，掌
握基本的生活技能。（3）了解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同时，初中的思想品德课也新增了有关“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经济体制改革、人口与经

济等方面的内容。让学生理解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

发展生产力。彻底否定了过去将政治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心的思想。

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经济教育内容除了继续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之外，新增了

有关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第三产业、税收等内容。

经济教育的内容在小学和初中虽然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经济内容被赋予了意识形态

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色彩。但是，这个教学大纲却使小学经济教育从无到有，中国经济教育由

此迈出了一大步。

初中和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在 1990年代又经过多次修改，逐步增加与市场经济、商品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知识，重视公民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如财产所有权、消费者权益、

公民的劳动权利和义务、纳税义务等。

（二）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经济教育内容的充实
1.思品类课程的重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 GDP的迅速攀升，国民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
更加丰富多样，在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贫富差别也进一步扩大。对青少年来说，零花钱

的增加、商品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的差距让他们变得既兴奋而又不安，物质攀

比的风气骤然上升，现在的学生比以往几代学生要面多几倍的物质诱惑和选择难题。如何花

钱和省钱，如何从自己众多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中进行选择？这些成为学校教育不能不正视和

回应的青少年问题。对中小学生进行理财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

本世纪初，我国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根据 2001年发布的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验稿），小学 3-6年级新设“品德与社会”取代“思想品德”和
“社会”。初中的“思想政治”改名为“思想品德”。这两门课程与以往相比减弱了思想意识

形态教育，而更重视公民道德品质的形成和生活实践能力的发展。此外，初中还新设了更综

合化的课程“历史与社会”，取代地理和历史。上海则在初三设“社会”，与历史、地理、思

想品德并存。

高中“思想政治”的课程结构和内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必修

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四个模块。经济内容学时一年，包含生活

与消费、投资与创业、收入与分配、市场经济四个方面，显然高中经济教育进一步与思想教

育和政治教育相分离而具有了独立地位。

上述新课程都开始重视公民素养的培养，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对

学校教育的挑战，加强了课程与生活的联系。经济素养是公民素养不可缺少的部

分，经济活动是每个人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这些以培养公民素养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