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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诞生于二十世纪末，为了应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
市场对我国的冲击，同时也为了更好的进行风险管理，在各个
高校开设金融工程。因此，金融工程专业起步较晚，培养金
融工程专业创新人才任重而道远。

1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1.1大数据专业课程较少
虽然大数据技术应用逐渐成熟，但在高校金融工程专业课

程设置中相关大数据学科较少，金融工程的专业课程占比过大。
大数据课程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很多大数据分支课程开设较
少，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有限。同时，目前开设的大数据课程
体系尚不完善，不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进而导致学
生获取的知识较为分散，不能应用于实践，降低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此外，我国金融工程教
育教学时间不长，缺乏专业水平过硬的教师，不能有效的进行
人才挖掘和培养[1]。再加上教师对于大数据背景下金融专业的
发展认识较为浅显，教学模式落后，不能适应市场要求。

1.2金融工程实验室不足
在社会信息化和数据化的背景下，高校的金融工程实验室

不能提供学生日常学习的基本设备和场地支持。部分高校没有
建设相应的实训基地和实验室，而有实验室的院校没有及时更
新机械设备，硬件设施因陈旧而不能使用，网络稳定性差，金
融装置不完善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金融工程教学的正常开展。
同时，实践和模拟课堂较少，教学单一，类型重复，没有针对性
的实践操作，不利于学生金融学习综合能力的提升。学生对银
行、保险、基金等领域的陌生感较强，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1.3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金融工程的人才培养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在大数据的

冲击下，各个高校的教学改革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而大数据背
景下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影响着金融工程的教学可行性和教学效
果。同时，在对大数据的金融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教师和高
校的认识不够全面，教学方向发生偏差，教学理念没有及时更
新，导致在实际教学中，只是将大数据作为一门选修课，重视度
不高，且没有把握大数据的真实内涵。进而形成错误引导，学生
对于大数据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不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培
养。此外，对大数据的研究和认识过重，没有结合学生水平和高
校实际情况，开设过多的大数据相关课程，忽视了金融工程专业
人才的培养。厚此薄彼，导致教学重心偏移，不利于金融工程专
业创新人才的培养[2]。

2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策略
2.1优化课程设置
对于大数据课程设置，各大高校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构

建特色大数据课程，完善相应的基础学科配套建设，进而提高金
融工程综合课程的质量。同时，优化课程设置，提高大数据相关
课程的比重，合理调配教学资源。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设计科
学的大数据教学环节，丰富大数据课堂教学内容，并运用多种教
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探索课程组织形式，转变教学模
式，更好的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促
进学生理论知识的吸收。并在实际教学中，有意识的渗透数据分
析和金融知识，让学生将经济统计知识和数理逻辑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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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的金融数据的分析和整理能力，实现大数据理念和金
融工程教学的共同发展，培养金融专业数据人才，推动高校金融
专业的进一步发展。

2.2开展实践教学
将金融知识和数据分析渗透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让学生不

自觉从金融角度看待问题，进而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更好的丰富和
发展自身潜能，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的提升。因此，在大数据背
景下，教师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充分结合网络资源，促
进学生的金融专业课程学习和大数据知识应用。此外，应在社会
需求的指引下，加强企业合作，建设校外实训基地，注重产教研
模式，金融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育提供场地和资源[3]。并在产
教研和企业实习中，培养出满足社会需要的金融工程人才，提
高高校金融专业的竞争力，增加人才优势，促进人才建设。

2.3加强师资建设
教师是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有利于完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提高学
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而这对授课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
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明确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了解金融工程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进而制定科学的教学
大纲，优化教学计划，完善教学流程，保证教学的效果。并
积极主动的进行研学、进修、外出学术交流，不断丰富自身
的专业知识，增加教学经验，提高教学团队的整体水平。同时，
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加以内化，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学情，
进行本土化，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

2.4　健全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将原来的期中和期末考核转变为阶段性

和过程性考核，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并在日常教学中，注意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挖掘学生的潜
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让学生主动思考金融问题，自觉学习
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个人水平。比如，
高校可在考核机制中引入专业实习板块，让学生在实习中学习，
并对学生的实习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引导学生做好自身的
职业规划，明确方向和目标，让学生能够有效就业。通过考核机
制不仅能够督促学生认真完成学习任务，而且还能促进学生提升
对自我的认知。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要加快教学改革，优化金融工程的课堂设

置，合理分配金融专业课程和相应的大数据配套基础学科资源，
促进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并在教学中，提高对大数据的重
视度，转变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让学生能够灵活运
用大数据分析金融问题，培养金融工程专业创新人才，推动我国
金融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魏锦婷.大数据背景下金融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J].时代金融,2019,742(24):138-139.
[2]唐恩林,霍玉洪,刁其波.科技金融背景下金融工程专业"

三维四段"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0,41
(4):131-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