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模板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一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持续学习不断进步已成为每一个人
的必然选择，而贝壳经济学堂作为一家专注于推广经济学知
识的机构，向我提供了一次次积极地学习机会。在此，我想
分享一下在贝壳经济学堂学习的经历和体会。

第一次参加贝壳经济学堂的课程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晚上，
我来到这家位于市中心的机构，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极具设计
感的教室，一副副经济学知识图表跃然纸上，而智慧黑板更
是让我为之惊叹。

一进教室，老师就把我们这些学员迎接了进去，况且还端来
了茶水，让我们觉得倍感亲切。在这场学习中，老师以案例
为主线，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最接地气，尤其是通过动
图、视频等媒介更加深入人心。整场课程氛围轻松舒适，气
氛十分活跃，让我感受到学习知识同样也可以是件轻松愉悦
的事情。

学习的内容——清新、生动。我记得其中一节首页经济的课，
老师讲到，房产与股票都是境内投资的主流，那么在很多人
眼里的一个问题便来了，要买房还是买股票？通过具体实例
的引导，老师引发我们的共鸣，使得我们更好的理解了经济
学理论，对我们选择不同资产的决策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课后老师会设置问题的讨论，让我们进行思
考和交流，这些过程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把理论运用到实践的
生活中，使我们发现自己还有不足，从而不断完善自己。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网上优质的经济学知识也很多，可贝壳
经济学堂依旧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色。 比如他们经常邀请各方
面的行业专家到贝壳经济学堂来做分享，更是打造了以经济
为主题的“贝壳论坛”，以不断创新自己的课程形式和内容。

通过这些课程，我不但拓宽了自己的眼界，也涨了不少经济
学知识。从中我明白了很多平时没有想过的问题，比如如何
合理规划自己的资产，如何避免投资的风险，等等。这些知
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

最后，我要感谢贝壳经济学堂这家机构，因为他们让我的学
习变得轻松、愉悦，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也有了更多的掌握
和认识。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保持学习的热
情，京发现更多更有价值的经验，让自己成为更有能力的人。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二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露了生产关系和人类历史发
展的关系，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
揭示了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这对于促进我国
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须创新政治经济
思想观念，适应现代化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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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三

我在参加贝壳经济学堂学习期间，深深地感受到了经济学的
魅力。贝壳经济学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我对经济学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经济学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以前不曾关注过的领域。在
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市场规律、
经济周期等种种概念，这些概念给我打开了认知的新大门，
让我对周围的经济现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其次，经济学让我学会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控财务。在贝壳经
济学堂的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了记账、管理预算、运用财
务工具等技巧，这些技巧对于我来说非常实用。在以后的日
常生活中，我相信这些经济学的知识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
和掌控自己的经济状况。

此外，经济学对于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我深深地认识到了经济在国家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认
识到了经济相关职业的广阔前景。通过学习经济学，我了解
到了金融、投资、市场营销等职业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
可以为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我还结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
以及优秀的导师们。在一起学习和讨论的时候，我们相互促
进，相互学习。优秀的导师们不仅教给了我们经济学的知识，
而且也鼓励我们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



总的来说，参加贝壳经济学堂的学习让我收获颇丰。我学会
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掌握财务，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经济学
的魅力和指导意义。我相信这些经济学的知识和技巧，可以
为我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帮助。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入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学习经济学的初衷（200字）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学科，对于每个人来说都
是至关重要的。作为高一的学生，经济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运作的规律，并培养我们的经济思维能力。
初次接触经济学课程时，我对经济学有些陌生，但在老师的
耐心教导下，我逐渐发现经济学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段：经济学知识的拓宽与应用（200字）

在高一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经济学的知识范
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
学等等。通过学习这些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的
消费理念、市场竞争、经济政策等等。此外，经济学的知识
还可以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思
维方式来理财，了解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作出更好的决
策。

第三段：经济学的学习对我们的影响（200字）

经济学的学习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了我的经济思维能力。
通过学习经济学，我逐渐学会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并且能够
在面对各种经济情况时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决策。例如，在学
习供求关系时，我能够理解到需求的变化对价格和市场的影
响，从而更好地预测市场的走势。此外，经济学的学习还培
养了我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这些都是在未来职
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优势。



第四段：经济学学习的困难及应对措施（200字）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经济
学的理论较为抽象，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
理解。其次，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也需要较强的数学和统计基
础。针对这些困难，我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积极参与课堂
讨论和辅导班。此外，我还积极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文章，通
过实践应用经济学知识来加深理解。

第五段：对未来经济学学习的展望（200字）

高一经济学的学习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决定
在未来深入学习经济学，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我希
望通过进一步学习，能够深入理解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在
将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我相信，经济学
的学习将为我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舞台，并为我成为一
个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的人才铺就道路。

总结：经济学的学习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面，还改变了我的
思维方式和决策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将继续深入学习
经济学，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通过不
断努力，我能够在经济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五

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房价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全民共
同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而对频出的调控政策，尽管人们
认为购房的难度加大了，但为了避免日后新的调控政策带来
更大的难度，部分购房者还是打算尽快出手，而大量的需求
导致房价持续居高不下。

人们对于这一话题的热议表现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
已与每个人都密不可分。大到国家民生，小至衣食住行，可
以说没有经济人们将寸步难行。看了茅于轼先生的《生活中



的经济学》，更是由表及里，从平实的语言中发现生活中的
经济奥秘。

不得不说，当初“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一
论调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是中国现代史上里程碑
的一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所有的商家引入竞争。在
竞争中，为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商家不得不改进技术，提
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更有竞争力。而与此同时，全社会的
发展水平也在不断上升，这样的情形，是在当初凭票购买的
计划经济情况下完全不可想象的。茅先生文中多次比较了计
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特点与影响，得出市场经济更活泼，更
能提高生产力的结论。这样的论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是十分大胆和具有前瞻性的。

市场经济发展至今，成果已赫然在目。但由于本国有些工业
不够强大，而市场的流通性又使他国产品大量涌入，本国企
业难以立足，于是便有人打着爱国的旗号，意欲赶走别国企
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殊不知，这就是愚钝的，甚至可以说是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竞争并可怕，可怕的是一退再退直至
关入象牙塔。茅先生说得好：要爱国，就要让企业到世界市
场上去竞争。

此书把生活中的点滴经历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范联系起来，
把经济学还原为事理常规。在茅于轼先生讲的都是人民日常
生活中的事情，语言也通俗易懂。在浅显的语言中，我明白
了许多生活中的事情发生的原因。但又好像只是了解了皮毛，
需要细细研读，这更是激起了我阅读经济类书籍的兴趣。

可以看出茅先生虽然身在美国，但仍然对中国的经济，中国
国民生活水平有着深深的关切。对比美国与中国的不同，一
面指出中国经济体制的不足，另一面也提出作者对体制改革
的意见。

先生的书就像是开胃小菜，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被点化开悟



了。作为当代的非专业的大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有个
宏观的了解。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六

经济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学
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高一是学习经济学的关键
时期，通过学习经济学，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心得和体会。

首先，经济学的学习需要系统性。在高一的经济学课上，我
意识到学习经济学需要整体化思考问题，不能只看到其中的
一部分。例如，在学习市场供求关系时，我们不能只看到需
求曲线或供给曲线的单方面变化，还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市场平衡的影响。只有全面
把握经济学的各个知识点，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的思
维方式和方法。

其次，经济学的学习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我们还需关注
经济活动的现实状况和实践问题。例如，学习货币供应与通
货膨胀关系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当前的通货膨胀情
况，以及调查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
中的应用和作用。通过实践的参与，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学科内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外，认识到经济学对于我们的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
是我学习经济学的一大心得。经济学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各个
领域，例如个人消费、家庭投资、国际贸易等。学习经济学
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于经济的认知，还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
思维方法，更好地应对各种经济问题。在当今社会，经济学
知识更是具有重要的就业竞争力。只有充分学习和掌握经济
学的理论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自己的
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学的学习需要动手实践。经济学是一门
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是远远不够的。
通过参加经济实践活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概念
和原理，并将其运用到实际中。例如，在学习企业生产与经
营时，我们可以组织参观企业、进行模拟经营等实践活动，
亲身体验企业的经营过程和面临的困难，从而更好地理解企
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思路。

最后，经济学的学习需要持续的提升和拓展。随着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经济学的知识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我们作为学
习经济学的学生，应持续地关注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展，了
解国内外的经济热点问题和政策动态。同时，也要注意拓展
自己的学术视野，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如管理学、金
融学等，以便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应用经济学。

综上所述，高一经济学习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和启示。从
学习的系统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经济学在生活与未来
发展的认识以及实践和拓展的重要性等方面，我都有了更深
刻的体会。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更加努力
地学习经济学知识，不断提升自己，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七

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语的人是法国的安托
万·德·蒙克莱田，他于16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
经济学》一书。亚当·斯密认为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产生和
分配”的科学，目前国际普遍用宏观经济学这个词来代替。

二.释义

政治经济学以历史的生产关系或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
对象的经济学，即是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和再
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
了两派。一派是科学实事求是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最深刻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
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科学研究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
勒，辩证综合理论，维护社会稳定。德国人在经济学科学时
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是严谨的科学研究者。

广义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
社会习俗惯例，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
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发
展阶段的影响。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
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

恩格斯说明：“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
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
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
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
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
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
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
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也不只是
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
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
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
部门。生产的总体。”

三.历史

产生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总名称。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表明
了经济学科产生的特殊轨迹。政治经济学中的“政



治”(poli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的politikos，含有“社会的”、
“国家的”、“城市的”等多种意思。

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economics)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
的是古希腊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在他的著作《经
济论》中把家庭对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称为“oikovouia”，
意指家庭经济管理。

“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源于希腊文中
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
复合词。而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
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
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1775年，
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
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
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
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
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作为“一门科学”
逐渐形成，作为解决实践问题的社会科学，并发展成为专门
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运动规律的历史理论学科。

发展——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
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
生产、分配的规律。这就产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主要代
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
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作，主要强调自由
竞争，市场有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不应干扰资本的运营，
政府的作用只是维护自由竞争的秩序。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
过渡，劳资矛盾逐渐凸显。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现存
经济秩序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者
们更加需要的是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
生了以萨伊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上半叶，在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以西斯蒙第为
代表的经济学，它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
矛盾，但是它们不了解产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维护小私有制
的立场来反对私有制。在其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英
法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
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嬗变——经济学的科学化

古典经济学有科学的地方，总的来说它研究了社会“生产关
系的内部联系”。

德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将经济学发展和演变
的历史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历史时期。在新的科
学的基础上，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经济学家在研究
对象上强调资源配置、在研究方法上强化数理工具的应用。
应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
法加以分析会发现现代的经济学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经
济学。

经济学的感想与体会篇八

第一段：引言（约200字）



中国经济学考试是经济学专业学生们在大学期间必须经历的
一项重要考试。这次考试是我大学四年学习的巅峰之作，也
是对我经济学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考量。通过这次考试，我深
刻体会到了经济学的魅力和重要性。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宝
贵的考试心得体会。

第二段：备考策略（约300字）

在备考过程中，我认识到系统性学习的重要性。首先，我建
立了一本详细的考试大纲，将各个模块的知识点进行整理归
纳，确保了复习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其次，我注重对历年考
试题库的研究，深入了解考题命制的思路和规律，以便更好
地把握考试要点。另外，刷题也是备考的重要步骤，通过大
量的练习，我逐渐掌握了答题技巧和时间管理的能力。

第三段：应试技巧（约300字）

在考试过程中，我发现掌握一些应试技巧能够帮助提高答题
效率和准确度。首先，阅读题目时要仔细审题，明确题目要
求，避免误解和漏答。在解答题目时，我会先进行思维导图
或者简要思考，明确答题思路和框架，再逐步展开。此外，
我还发现，经济学考试中经常涉及到大量数据和图表，请注
意编写文字分析结合图表的技巧，合理运用表格和图表，可
以更加简洁地表达意思。

第四段：知识运用（约300字）

在经济学考试中，知识运用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在
复习过程中对知识点的理解没有问题，但在真正的考试环境
下，我发现很多知识在解答具体问题时并不直接适用。这就
需要我们灵活运用知识点，将其与实际案例结合，进行分析
和解决问题。同时，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通过理论知识
的学习，我们要学会观察和解读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将所学
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提高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约300字）

通过参加中国经济学考试，我不仅加深了对经济学知识的理
解和运用，同时也提高了我自身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然而，我也发现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比如
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案例的学习不够充分。为了更好地应对
未来的挑战，我计划在毕业前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努力提高
自己的独立研究和实践能力。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
践，我将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

总结：在这篇1200字的文章中，我通过五段式结构展示了我
对中国经济学考试的一些心得体会。首先，我介绍了考试的
背景和重要性；然后，分享了备考策略和应试技巧；接着，
强调了知识运用的重要性；最后，总结了经济学考试对个人
发展的意义，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计划。这篇文章通
过有序的结构和清晰的逻辑，向读者传达了备考经验和学习
收获，同时也展示了对未来的期望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