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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山西商道——穷则变，变则通

授课对象 202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12班 授课学时 2 学时

学情分析

本课程授课对象是202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生在知识和能力上没有相关知

识基础。

由于学生抽象思维能力不足，更乐于接受图片、视频、动画等具体形象化教学，所以

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贯穿“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

选用“做中教、做中学”的理念进行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理解晋商的历史概念；

2.掌握晋商的发展历史；

3.了解杰出商人及其文化思想。

能力目标
1.能准确把握晋商的商业形式；

2.能灵活运用晋商的历史分析晋商的精神。

育人目标

1.对晋商历史文化的学习，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2.提升学生小组协作的能力、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3.培养学生晋商的积极进取、敬业精神、群体意识等精神。

教学分析

教学内容：

1.晋商历史；

2.晋商商业形式；

3.晋商代表人物和精神；

4.晋商商训。

教学重点：晋商的精神提炼。

教学难点：1.晋商精神分析；

2.晋商精神提炼和启示。

教学方法

及手段 PPT 演示、案例分析法、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互动点评等。

教学策略

根据教学内容将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加以典型化处理，将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融入到课堂任务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对新知的理解； 最后，通过对案例的

实训来启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将所学知识加以内化吸收。

课程资源

1.网络资源：网络教学平台、雨课堂、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商道智慧》，相应网络教学视频；

2.实体资源：多媒体教室、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设计；

3.信息化资源：网络教学平台、雨课堂、PPT 课件、教学视频、动画、课程交流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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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与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手段
设计意图

时间

分配

课前

准备

1.了解胡玫执导的商战剧《乔家大院》的故事梗概及剧中

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

2.了解李三林执导的电视剧《走西口》的故事梗概及山西

人奋斗历程。

3.听山西民歌《走西口》，体会主人公生离死别的悲苦。

4.借助智慧职教和网络教学平台上传的视频学习晋商的起

源和历史；

5.若自学中遇到问题可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和雨课堂在师生

之间进行交流反馈；

6.初步分析提炼晋商精神；

7.教师根据自学情况作出评价。

自主学习

1.借助信息化资

源， 说明新课内

容和任务要求；

2.学生通过自主

学习发现问题，带

着问题走进课堂；

3.以学生更容易

接受的电视剧、歌

曲方式了解新授

课程背景

课前

案例

导入

案例分析：常家庄园（视频）
常家庄园占地12余万平方米，是

规模最大的晋商大院，也是中国最大

的庄园式建筑群。始建于乾嘉年间，

后多次修缮，占地60万平方米，有房

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小园林13处，1947年，因战争被毁

多处，后得到修复。常家庄园开放为原常家庄园遗存的半条街，

共计12余万平方米，不及原面积的1/4。

问 题 导 向

法、启发式

提问

引入案例为学生

打开思维，营造良

好的学习氛围。

10分钟

提出问题：晋商财富的体现？
多媒体教学

、案例教学、

问题导向法

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从而导入本次

课程内容

新课

讲授

知识点一：晋商的历史

提出问题：“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1.早期发展

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

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

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

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

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

2.势力兴起

（1）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

视频教学、

启发式提问

通过山西地图案

例将抽象概念具

体化

20分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AE%B6%E5%BA%84%E5%9B%AD/2141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7%A7%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B%E5%8D%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7%A7%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9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4%B8%AD%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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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

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

向辉煌；

3.明末清初

“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清

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4.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

归入清王朝统治，商业开始蒸蒸

日上。

5.清末衰落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

级的附庸；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

展；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知识点二：晋商商业形式

1.驼帮

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主要

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

2.船帮

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

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3.“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有

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

票号，地址在现在平遥的西大街

上，现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

馆”。

提出问题：（1）山西票号产生条件？

（2）何以票号由晋商首创呢？

结合课件展示、图

片、提问、板书加

深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

15分钟

知识点三：晋商精神

（1）积极进取精神；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zhé）从人学贸易，俟(sì)蓄

积有资，始归纳妇。”。

小故事大道理：进京赶考的秀才

（2）敬业精神；

小故事大道

理启发学生

思考

突出重点，针对性

讲解，帮助学生理

解难点知识，提升

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A5%E5%88%B6%E9%80%A0%E4%B8%9A/15371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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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

小故事大道理：英国国王理查三世逊位

（3）群体精神；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

视频（晋商之道-投资者不经营，经营者不投资--晋商传家

训言。
提出问题：大家还能剥离出来什么反思呢？什么样的经营商道

呢？（如穷则思变，艰苦创业（走西口））

视频教学、案

例教学，生活

化案例进行

启发式提问

*课堂思政：

将创新创业精神

融入学生课堂，讲

述晋商的精神，激

发学生们的爱国

热情、团体意识、

积极进取精神

25分钟

知识点四：晋商商训

民族复兴为仁，家国天下为义，义利并举为礼，求真务实为智，

一诺千金为信。

“仁义礼智信”。

“祖训到国训”、

企业商训的延伸。

课堂

任务

1.在网络教学平台“讨论区”讨论：晋商与徽商的异同

2.“求异思维”、“职业经理人”案例分析

自主查询、探

索
探究学习 20分钟

课后

作业

数风流人物，还看晋商，请查询讲述晋商的代表人物

预习浙商商道——穷庞大的“游商部落”，登录网络教学

平台，完成浙商的起源学习。 自主学习、研

究性教学

通过任务使学生

理 论 应 用 于 实

践，做到知行合

一；同时引出下

节案例和内容，

运用微课资源拓

展学习空间

课后

板书

设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4%BC%99%E7%BB%8F%E8%90%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B8%A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