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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5_86_E5_93_81_E5_c38_60763.htm 复习旧课 提问上课时的

复习题（1）、（2）题。 导入新课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

品交换的客观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

律就必然起作用，我们既不能创造它，也是能消灭它，而只

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地利用它。这节课，我们就来

学习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讲授新课 2. 价值规

律的作用（板书） （注：此问题虽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但仍可采用课堂讨论法，因为价值规律的三个作用源于价

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有了上节课的对价值规律

内容的透彻讲解，加上讲第一节第三框“商品的价值量”时

，已通过课堂练习让学生懂得了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

率、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商品价值总与与社会劳动生产

率、个别劳动生产就绪的关系，这些都为讲解价值规律的三

个作用作好了知识上的铺垫，此时，再讲价值规律的作用就

比较顺利，有如水到渠成。关键是教师要抓住重点问题巧设

疑，引导学生以旧带新，推出价值规律的三个作用及其内在

根据。）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客观经济

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它就像一条无形的指挥棒，指挥

着人们的经济活动。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三个： 1. 价值规律调

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板书） （教师）

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每个商品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

多少，都是按照各自的打算进行的，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

态中，尽管如此，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还是保持着大致的平



衡；在现代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生

产部门、各企业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客观上要求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有一定的比例，某一部门的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多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而少了

，又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价值规律

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下面我

们就来研究价值规律为什么能自发地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起

调节作用。 （提问）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学生回

答）商品价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

规律的表现形式。图示即： （提问）价格为什么不会距离价

值太远，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对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有什么关系？ （学生讨论。

略） （教师归纳）价格所以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因为

供求与价格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商品供求关系会影响价格

，使价格上涨或下跌；反过来，价格上涨或下跌，也会影响

供求，使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价

格高于价值时，由于有利可图，许多商品生产者就会被吸引

来生产这种商品，从而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流入这个生产部

门，导致这个部门生产的扩大和产品供应的增加。反之，当

某种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低于价值时，由于无利可图甚至亏

本，许多商品生产者就会减少或放弃这种商品的生产，从而

使某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这个生产部门退出，导致这个部

门生产的缩小和产品供应的减少。”用图表示： “这样，通

过市场价格的调节，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之

间可在在体上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所以说，价值规律是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调节者。”（指导划书第27页倒数



第1、2段~第28页上段） （注：要求学生细读第27页倒数第1

自然段~第28页上段，并会阐述为什么价值规律能调节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价值规律就像一条无形的指挥棒，指挥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的流向，哪里多了（供过于求）它就指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从这个部门流出来；哪里少了（供不应求）它又指挥着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流向这个部门，从而达到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

的比例关系大体上保持平衡。例如，80年代初，我国冰箱、

彩电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高，且凭票供应。由于有利可图，

一时间，我国冒出了许多冰箱、彩电生产厂家，到90年代，

光是引进意大利阿里斯顿生产红的冰箱厂家就有7个。 （提

问）如何理解书第28页马克思所产“资本家是不断地从一个

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

本的过分激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激烈地流出

”？ （学生回答）因为价格高的背后，是市场上某种商品供

不应求，而价格高，对商品生产者是有利可图的，许多商品

生产者就会被吸引来生产这种商品，从而使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流入这个部门；价格低的背后后，是市场上某种商品供过

于求，而价格低对商品生产者是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所以

许多商品生产者就会减少或放弃这种商品生产，从而使某些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这个生产部门退出。所以，就有了上面

马克思的一段言简意赅的名言。（注：这里让学生阐述对马

克思这段话的含义的理解，目的在于加深对价值规律作用的

认识。） （教师）同学们回答正确。现在请向书第28页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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