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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课程信息化教学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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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教育现代化的实现途径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其中

指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力途径。由此，课程的信息化建设也成为了高等教育必须解决的课

题。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课程信息化建设的三个难点：“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难”、“现代技术与课程思政结合难”、“教

学管理与监测评估难”始终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本文在商科类学生的必修课国际金融课程中设计了课程改进模型—

IPDCA循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效果四个维度进行信息化建设，行之有效地解决了以上的三个难

点，能够为其他课程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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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a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issu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make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which points out that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s a powerful way to achiev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has also become a topic that must be solved by higher education. However, in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three diffi  culties still exist: 
"the diffi  culty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 resources", "the diffi  culty of combining modern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the diffi  culty of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hus, this paper designs a course improvement 
model - IPDCA Cycle in the international fi nance course,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business students, and carries ou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tools and teaching eff ects, which eff ectively 
solve the above three diffi  culties. It can be valuable for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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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信息化教学的教育方面，多数学者肯定信息化教

学手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在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和重

要意义。如李瑶强调信息技术的进步在我国教育领域具有

重要作用，能够在根本上与教育行业相结合，进而给传统

的教学模式带来挑战[1]。邱兴波发现应用型高校本科实践

教学教育管理机制应采取集成信息化平台作为载体，为本

科实践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可视化智能管理教学数据的

支持[2]。

关于金融类课程的信息化教学改革方面，方浩文以《国

际金融实务》课程为例分析了教学中运用微课和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对微课翻转课堂的教学模

式进行经验总结。郎斌提出教师既要在课堂教学中融入大

数据时代的元素，又要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时代的手段，培

养符合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岗位需求的高素质技

能型金融专业人才。

但信息化教学由于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在实际应用层

面还未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李武装指出师范生信息化教学

能力培养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如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意识

不足、信息化技术操作水平较低、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不

足、系统性的信息化教学队伍匮乏等问题。席绪云指出目

前存在教师信息化教学意识偏弱、信息化教学设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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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信息化和教学衔接尚待加强、学校信息化教学

条件不够完善等问题。

综上，既往研究已经指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信息

化教育，而信息化教育在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培养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推动教育理念创新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指导意

义。但目前全国高校中信息化教学的接受程度、应用能力

和教学衔接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本课题立足于《国际金

融》课程，旨在通过构建智慧教学方案实现课程的信息化

教学改革，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化建设体系，为国内

高校的同类课程和其他类课程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

本文的理论架构建立在信息化教学的相关研究基础之

上，包括信息化教学模式、信息化教学手段、信息化教学

评估三个维度。

张一春指出教学信息化是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手段，

使教学的所有环节数字化，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以现

代教学理念为指导，以信息技术为支持，应用现代教学方法

的教学。因此在信息化教学模式中，要求观念、组织、内

容、模式、技术、评价、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信息化。

在信息化教学手段方面，张霖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

根据现代认知心理学对知识分类的方法,提出了一种适用于

信息化教学的DPS教学模型以解决信息化教学模式中教学手

段运用混乱的问题。信息化教学手段在不同类型的课程中

使用各不相同，在金融类课程的教学中常见的信息化教学

手段是智慧化教学平台等软件和投影仪、交互电视、电子

白板、移动设备、远程互动系统、录播系统等硬件设备构

成的智慧化教学环境。

在信息化教学评估方面，目前国内高校均采用不同机

构开发的移动端、PC端等教学评价平台和评教系统，但此

类教学评估仅为学生对教师的评价，较为单一。而借助智

慧化教学平台则可以实现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评、生生互

评，达到多元信息化教学评估的目的。由此，本文构建了

信息化教学改革方向如下：

图1 国际金融信息化建设方向

国际金融课程根据工程管理通用模型PDCA循环创新设计

了课程改进模型—IPDCA循环，从宏观政策倒推中观和微观

层面需求。

第一步，深度调研。根据国家政策导向、金融行业需

求、课程存在问题，探寻如何解决课程痛点、金融行业岗

位需求以及国家需要何种人才的重点问题。

第二步，设定目标。依据调研结果坚定价值引领、三

维目标驱动、积极服务社会，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知

识的前提下能够立足国情分析实际问题，并走向社会服

务国家。

第三步，精准实施。瞄准目标深挖思政元素、重构课

程体系、融通线上线下，学生能通过四阶学习拓展学习时

空，校企合作搭建平台让学生作为传播者加入金融普惠教

育，并协同网络传播扩大影响。

第四步，科学评估。预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在实施

过程中突出成果考核，注重学生金融素养和政治素养的提

升。线上考核学生课堂活动效果、线下考核学生服务社会

质量，持续跟踪学生发展进程。

第五步，持续改进。参考评估结果，课程组紧跟国家政

策动向、吸纳多元评价反馈、定期评估课程质量，进而循

环反馈，链接深度调研，对课程实施针对性动态改进。

课程改进模型以“两性一度”为指导方向、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目标，贯穿全过程对学生进行素养培育，感

召学生怀经邦济世之心，立坚忍不拔之志，以国际大局视

野，讲中国金融故事。

3  研究思路

3.1教学内容--场景导向，两性一度

信息化建设不能仅依赖技术，必须要让技术有“温度”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因此高等教育的课程建设必须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在统领性的新部署、新要求下，国际金融课程紧跟政

策，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坚定不移地将立德树人

作为课程的根本目标。基于国际金融应用场景，深挖思政元

素，开展模块化教学，遵循“两性一度”标准，建立知识、

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见表1）

表2 课程思政映射清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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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团队通过走访、调研、交流等方式，调研金融机

构20家，高校3所，协会5个。团队还与计算机专业跨专业

合作，抓取关键字段对金融行业需求深入分析，基于职业

岗位能力要求，形成国际金融课程调研报告。所谓理论为

骨、思政为魂，国际金融基于课程建设目标和问题导向进

行教学内容的设计，全面落实三全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

国际金融专业教学全过程，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并有机融

入课堂教学过程中。财商科普活动。教师带领学生走到社

区、走进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讲解国际金融的基础知识，提

高青少年的金融财商，助力乡村振兴。（见表2）

3.2教学手段--线上线下，技术赋能

课程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慕课及新媒体平台，构建《

国际金融》线上线下交互教学资源库。四阶学习模式拓展

学习时空，突破传统课堂教学的“窄”和“空”。 数据处

理方面运用Python等大数据分析技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

的数据整理和分析，强化学生科研能力。

图2 四阶学习模式示意

3.3教学效果--突出成果，多维评价

建立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思政素质的考核

评价体系，采用“定量方法+定性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在

学生成绩评定中，突出过程考核和学习成果的形成，比如

论文、竞赛、项目等。本课程还采用原本应用于访谈评价

的ITIAS（基于信息技术的课堂互动分析系统）评价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效果，是信息化教学建设的创新点，为量化

评估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4  创新效果

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学生协会将全部活动、比赛、

研学、讲座、实训、参观都在短视频和自媒体平台以视

频、音频、照片、文字的方式传播，扩大社会影响力。同

时教师定期开放课程资源让学生编辑国际金融案例、分享

国际热点新闻，解决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难”的问题。

国际金融课程通过问卷调查和面访收集信息化建设周期前后

的学生评价，并分析调查结果。对于重点章节采用ITIAS系

统对课堂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及时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干

预调整。同时课程中也邀请银行、证券、保险从业人员听课

并收集企业的评价。目前学校与华西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西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共建实训基地，并聘请了基地负

责人担任行业导师，在日常教学中进行课程共建、在教研教

改中出版相关教材、在科研项目中协同助力发展，成功实现

了教师走出去、企业走进来、学生动起来的良好效果，解决

了“教学管理与监测评估难”的问题。

结束语：信息化建设中，技术为表、内容为里，高等

教育课程建设不能舍本逐末，必须要重视思政与技术的结

合，方能求木之长、欲流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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