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课堂小结 揭开货币
的神秘面纱(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课堂小结篇一

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识记的知识：

a、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b、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c、纸币是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

（2）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的知识：

a、物物交换的困难与货币产生的必然性

b、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c、商品流通及其公式

d、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区别

e、纸币与金属货币的联系和区别

（3）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的问题



a、联系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货币的不同看法，从货币的本质和
基本职能来说明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金钱。

2、能力目标：

a、从一个具体材料入手，通过简单概括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
过程中货币出现的必然性，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培养学生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出对货币含义
的理性认识。

b、通过简要说明纸币的含义和作用，使学生懂得制造假币是
违法行为，并了解爱护和正确使用人民币的相关知识，提高
鉴别假钞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逐步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
货币观念，既要认识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不盲目崇
拜金钱，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
之有度，用之有益。

重点、难点：

1、重点：商品的含义、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纸币、外汇、
货币的本质、信用卡、汇率及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意义。

2、难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货币的本质、信用卡、汇率
及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意义。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同学们，老师这里有几样的物品，请同学们猜猜看，



它们各值多少钱的？（多媒体）从屏幕上的几样物品来看，
都是人们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像手机，是人们为了通讯方
便而发明出来的高新产品，而这个可口可乐当然就是用来解
口渴的了，这件真皮大衣在北风凛烈的冬天就最好不过了，
可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着各种各样的物品，
来满足我们吃、穿、住、行等的需要。这些东西，我们都是
到商场里面去购买，而在买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付出货币，
同时我们享受的各种的服务同样也要支付货币。那么，究竟
货币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口袋里的一张张花花的纸片会有
如此神奇的力量呢？下面我们就来“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

第一课 神奇的货币

一、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

（一）货币的本质

（以学生的笔记本为例，厂商生产出来不是自己用的，而是
用来卖的，是用于交换的，从而导出商品的含义）

1、商品：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要注意讲清两点：一是劳动产品，二是用于交换。）

同学们还能举出些例子来吗？（引导学生思考礼品是不是商
品）

（教师归纳）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分开来解释了：当老
师到商场去买的时候，是用货币进行交换的，而这支钢笔能
放在货架上等人选购，必然耗费了人们的劳动，因此，这时
候这支钢笔就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了；而当老师作为奖品
送给a同学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劳动产品，只不过这时候并不
用于交换，而是作为一种赠送，所以这时候的钢笔就不是商
品的。



2、货币

（讲解货币的产生过程）

商品耗费了人类劳动，所以我们购买东西的时候就要付款了，
但同学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所支付的货币又是怎样来的呢？
是不是商品出现的那一天，货币也跟着同时出现呢？下面我
们就来探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购买商品的时候需要支付货币，乍看起来商品和货币似
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实际上，货币的出现比商品晚得多。
货币既不像孙悟空那样是由石头爆出来的，也不是上帝创造
的，它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出现了最初的商品交换。由于当时的
生产力的不发达，人们能够拿出来进行交换的商品不多，人
们进行直接的物物交换就能够满足生活的需要了。这时候的
交换只是一种偶然的物物交换。

（副板书：偶然的物物交换）

（副板书：扩大的物物交换）

正如所说的，我们要换得野猪肉，得先换麻布，再用麻布换
石斧，最后才用石斧换野猪肉。原始人往往是费尽周折才能
交换成功，有时几经周折都不能交换成功。久而久之，人们
就会发现，只有当双方都需要对方的东西的时候，交换才能
成功，否则交换无法进行下去。为了克服这样的一种困难，
人们都会先将自己的东西换成市场上大家都乐意接受的商品，
再用这种商品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像上面的例子，如
果大家都需要野果，乐意接受野果，即野果能换取市场上的
任何东西，那么野果就成为了一般等价物了，人们只要拿着
野果到市场上去，就不会有交换困难的情况出现。



（副板书：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物物交换）

一般等价物是商品，同时还表现着其他商品的价值，充当着
各种商品进行交换的媒介。在历史上，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
东西有很多，像贝壳、牲畜、珍珠等等。说到贝壳充当一般
等价物，其实在汉字中可见一斑，像带贝字旁的字还真不少：
赚、赔、赠、贼、贿、贵、购等等。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们背着一大袋的贝壳去买东西，这就得小心翼翼的，
因为说不定我们一不小心摔了一交，贝壳就全烂了；又或者
我们在市场上去买东西，拉着一头牛去，我要买东西的时候
就从牛身上割一块肉下来，那显然是不行的。诸如此类的问
题不断地出现，人类在不断的总结下，最终一般等价物的重
任就落在了贵金属金银的身上了，因为金银有着其他物品无
法比拟的优点，使得它渐渐地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
当一般等价物。那么金银有什么优点使它能固定地充当一般
等价物呢？同学思考一下。正是因为金银具有体积小、价值
大、易于分割、不易磨损、便于保存和携带等的特点，使得
它在各种物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材料。当
金银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它们就成为了货币。

（副板书：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产生）

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产生

可见，货币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货币的本质是一般
等价物。

3、本质

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其他一切商品价值，正是
它的本质的表现。货币的出现解决了商品交换的不便，有利
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因货币的出现大大
进步了。



（过渡）那么货币在人们的经济生活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也就是货币的职能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货币的基本职能

1.价值尺度

（1）价值尺度的含义

商品价值的大小是不会自己显示出来的，那么人们怎样才能
知道它值多少钱呢？这必须借助于别的商品来显示。通过刚
才的学习，我们知道货币是商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
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能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因此，在货
币产生之后，商品的价值可以由货币来显示。就像我们书上
的一样，自行车380元/辆，彩电2700元/台，电脑12500元/台
等等。这种货币作为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职
能，我们称之为价值尺度。

（2）货币为什么能够充当价值尺度

（过渡）那么为什么货币能充当价值尺度呢？货币之所以能
够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是因为货币本身是商品，也具有价
值，因而就可以以自己的价值作为尺度来衡量其它商品的价
值。这就正如尺子能够衡量物品的长短，是因为尺子本身有
长度一样。

在现实的生活中，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起着间接价值尺度的作
用，使得不同商品的价值量可以互相比较其大小，。例如1辆
自行车250元、1辆摩托车3000元，说明1辆摩托车比1辆自行
车的价值大。

同学们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发展每一种商品的旁边都有一个
说明商品价值大小的价目表，像上面说到的“名牌衬衫 
120元/件”。还有自行车380元/辆，彩电2700元/台，电



脑12500元/台等等，像这些通过一定数量的货币表现出来的
商品价值，我们称之为价格。

（3）价格

a.价格的含义

b.价格与价值的关系

我们价格是价值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基础。

正如：价值                 价格

大    1公斤牛肉          20元   大

1公斤鸡蛋          6元

小    1公斤白菜          2元    小

价值（基础）          价格（货币表现）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一定数量的货
币来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给货币本身设定一定的计量单
位，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了。像在我们中国，用的是人民币的
元，美国则是美元，英国则是英镑，那么俄国是（卢布），
德国是（马克）。

（4）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特点

（引导学生思考）那么同学们考虑一下，为什么在商店里，
说明商品价值的大小只要摆放一个小小的价目表、写出它的
单价即可，而不用摆放出它所值的货币呢？（略）这是因为
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时候，并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它只是
作为一种观念上的货币，只是让人们知道这件商品值多少钱，



如果想购买这件商品得付出多少的现实货币而已。

这就是货币的第一个基本职能——价值尺度。

2.流通手段

在货币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的是直接的物物交换，它的公式
是：商品——商品（w-w）。在这样的一种交换中，买与卖不论
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同时进行的，当某人在市场上卖
掉自己的商品的同时，肯定也会得到与之进行交换的另一个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由此可见，商品交换在最初的物物交换
阶段是否用不着什么媒介的。

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吧：像我们下面的小卖部，
他就是把商品买给别人换取一定数量的货币，然后再用换来
的货币换自己需要的商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货币就成
了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商品流通。

（1）商品流通

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商品——货币——商品。

在商品流通中，“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叫用流通
手段。”

（2）流通手段的含义

人们日常从商品买卖中所看到的货币的作用，就是流通手段
的职能。

商品流通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概念，有联系，同时也容易搞混
肴，哪位同学能告诉老师这二者的区别呢？“流通手段”是
从货币的职能的角度上来讲的，强调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
用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充



当商品交换的媒介。

“商品流通”是从商品交换的形式上来讲的，为的是区别于
以物换物的直接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商品交换。用
图表示就是：商品——货币——商品，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
商品交换。同时，这个也与直接的物物交换进行了区别。以
物换物的直接交换，买和卖是同时进行的，它不需要任何的
媒介；而商品流通中，买和卖则成为了两个不同的行为，在
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分离。这一方面打破了商品直接交换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克服了商品交换的障碍，有利于商品
交换的发展，但同时，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也随之进一步发
展。买与卖脱节，使得商品所有者可以在这里卖、到那边去
买，今天卖、明天再买，这样子，必然会造成有人的商品卖
不出去。所以，书本上所说的，在“商品——货币——商
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品——货币”阶段的变化既重要又
困难，“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
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就是因为有的商品所
有者的商品卖不出去，自身的劳动白费了，他所需要的商品
也买不回来，结果就导致了亏本，甚至破产。

（3）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特点

（过渡）那么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也是观念上的货币，这
样子行吗？

很明显，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不能是观念上的货币，它必
须是实实在在的货币，因为任何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决不会允
许别人用一句空话拿走其商品。所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它和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刚好相反，它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货
币。

（联系实际，扩展学生知识，并作为过渡）货币的本质是一
般等价物，能够与一切的商品相交换。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
现在社会上财产两极分化，很多人都徘徊在贫穷线上，只要



我们多印发些货币，那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在流通中货币的
量越多越好呢？其实，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的量，既不是越多
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受规
律支配的。我们可以假定市场上待售的商品有1000亿元，又
假定每1元的货币只流通1次，那么，市场上就必须有1000亿
元的货币量。如果只有700亿元的货币，那么就会有300亿元
的商品不能成效。那么这1000亿元就是待售商品价格的总额
了。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待售商品价格总额越高，
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也就越多，这说明商品流通中所需的
货币量与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是成正比例。而待售商品价格总
额则是等于待售商品量与价格水平的乘积。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张一定面额的货币，在市场是不会吸流
通一次就回到银行，从而退出流通领域的，它往往是在商品
交换过程中流通多次。货币流通的次数越少，流通中实际需
要的货币量就会越多；反之，货币流通的次数越多，流通中
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就越少。还是上面的例子，货币只流通1次
的话，对货币的需求量是1000亿元；那么如果货币在一定的
时期内能流通5次的话，那么实际上需要的货币量则只是200
亿元了。所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是与成反比例的。

综合上面的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
量的公式：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
次数。

3.货币的其它职能

（过渡）我们通过学习都知道了货币有两个基本职能：价值
尺度和流通手段。除了这两个基本职能外，货币还具有贮藏
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这几个职能，我们只需
要大概的了解一下就行了，同学们可以参照一下p5的相关链
接看一下。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而它作为一般等价
物，具有了五个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它的基本
职能，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时候，需要的是观念上的货币；
而作为流通手段时，则需要现实的，实实在在的货币。此外
还有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随着货币的发展，它又会出现什么要的变化呢？我们现在用
的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纸币又是如何而来的呢？这就留待我们
下一节课再来解决。

板书设计：

一、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

（一）货币的本质

1、商品：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2、货币

3、本质

（二）货币的基本职能

1.价值尺度

（1）价值尺度的含义

（2）货币为什么能够充当价值尺度

（3）价格

a.价格的含义

b.价格与价值的关系



（4）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特点

2.流通手段

（1）商品流通

（2）流通手段的含义

（3）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特点

3.货币的其它职能

课后小结：1、教学内容增加了

2、本课书与学生的生活有联系，学生都能积极学习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课堂小结篇二

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国家有权发行纸币，但不能任意发行
任何数量的纸币。纸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
数量为限度，如果不相符，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经济现象，势必会影响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

通货膨胀，是指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纸币发行量超
过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定
要注意：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很多，不仅仅与纸币的发行量
太多有关，也与其他因素有关（如，成本上升、总需求太
大）。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它表现为社
会需求不足、物价水平疲软或下跌，通常伴随经济衰退出现。
流通中货币相对不足会引发通货紧缩现象，导致商品零售价
格出现持续负增长，从而导致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生产经营
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花钱，银行金融机构不敢贷款等现



象，整个经济处于长期萧条的状况。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课堂小结篇三

商品生产者只有把商品卖出去，并且卖出好价钱，才能生存
发展下去。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意味着他白白付出了劳动，
他所需要的商品也买不回来。要使自己的商品卖出去，并卖
出好价钱，商品生产者就要为购买者着想，生产适销对路、
质量上乘的商品。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课堂小结篇四

（1）生活需要商品：我们吃、穿、用所需要的各种物品，都
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物品是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生产出
来的。他们生产这些物品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拿到
市场上进行交换。

（2）商品的含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3） 一般等价物的含义：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可以直接
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商品。

理解这一概念，主要应把握三层含义:第一，它首先是一种商
品，是某一市场上人们比较认同、乐意接受的；第二，它自
身有一个演化的过程；第三，金银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
就是货币。

（4） 货币的含义：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
等价物的商品。

货币的产生：历史上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很多，比如牲
畜、贝壳、布匹等。后来，由于贵金属金银具有体积小、价
值大、易于分割、不易磨损、便于保存和携带等特点，逐步
地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了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中



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

（5）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
物。

货币是一种商品，但与其他商品不同，是一般等价物，是可
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商品；货币和其他一般等价物又
有不同，只有当贵金属用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时，才标志
货币的正式产生。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课堂小结篇五

货币除了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外，还具有
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都是在两个基本职
能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当作社会财富的代表而保存起来，这时
货币执行着贮藏手段职能。一般说来，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
应是足值的金属货币（如金银条块等）。

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随着商品赊账买卖的产生而出现
的。在赊销赊购中，货币被用来支付债务。后来，又被用来
支付地租、利息、税款、工资等。

当货币越出国内市场，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外国商品，支付国
际收支差额，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在卧与国之间转移时，就
具有了世界货币的职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有贵金属
金银充当世界货币。现在，某种纸币，例如美元，也具有了
世界货币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