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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云计算、大数据、AI、5 G、物联
网等应用变得愈发普及，对金融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应基于行业发展新趋势、新理念与新技术的应用
等，促进金融高等教育改革，使大学生具有专业素养、创新精
神、实践意识与职业适应力。让他们形成数据应用思维，在深
入挖掘数据信息的价值中，推出不同的金融增值服务项目，为
大中小企业与社会民众提供便捷、周到、细致、贴心的服务，
以便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1  大数据时代下金融高等教育的改革的必要性
在新形势下，随着经济发展的稳中向好、稳中提质，市场

对高水平金融人才的需求日渐扩大。有招聘数据显示：中国的金
融科技人才缺口已经超过150万[1]。在对大数据的分析中，可看
到需求旺盛的岗位，主要便是互联网金融产品经理、基金经理与
第三方支付商务经理等。另外，因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企
业与外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机会更多，这也需要具有熟悉国际
金融业务、掌握经管知识的专业人才。

此外，促进金融服务升级，助力实体产业发展，还应配备
金融分析师、风控人员以及精算师等等不同的人才，做好内控
管理工作，规避金融风险，促进企业的稳健经营。因此，高
校教育工作也需与时俱进、关注市场需求，在促进新教改工作全
面推进中，让教学工作与金融行业发展密切相连，使学生认识新
理论，了解新趋势与不同业务模式。

2  浅议大数据时代下金融高等教育的改革策略
2.1 优化教育理念，构建双师团队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应重视对智能技术的应用，

关注金融市场人才需求变化；另一方面，在打造特色专业，突出
育人优势中，应提高教师的授课能力。

为此，应进行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构建一支优秀的师资
团队。例如：应鼓励金融专业教师考取经济师、精算师、税务师、
保险规划师等资格证。同时，应密切与高新金融企业、银行、证
券以及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使教师到企业中锻炼，让企业中的
财会管理人员参与高校金融专业的教改工作，进行岗位轮换、充
实教师队伍，使校企合作得以深入实施，实现产教研一体化。这
样一来，在对“双师”教师的培养中，让金融专业教师不仅主动
参与技能培训与考核，形成终身学习意识，积极考取相应的职称，
也将使其更好地指导学生展开实践学习，增强金融理论教学的吸
引力。

2.2创新教学方式，展开数据分析
重视对大数据的应用，提高高校金融人才培养质量，既应使

教师创新教育理念，还需要其灵活应用新型授课方式。
比如：可以任务驱动教学、新媒体素材、混合教学、翻转课

堂、慕课等不同的方式，给予学生丰富的专业课程学习感受，满
足他们的差异化学习需求。可以搭建智慧教育平台，结合市场需
求，进行对课程结构的优化、调整，给予学生更多的选修课选择。
让他们以在线学习的方式，进行自主学习，获取相应的学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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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重视对本校金融慕课的开设，向社会提供免费的教育资
源，并同步进行对人们关注的行业热点信息收录、分析。还需对
学生在线进行市场营销、金融法、资产评估、证券投资学、金融
统计分析等课程学习情况进行动态评估。以便对教师授课水平、
施教质量与学生学习进度等进行深入了解，形成金融专业教学的
综合评价机制，明确新教改工作开展的方向。

2.3构建大数据库，完善课程设置
彰显大数据应用优势，促进高校金融学术研究工作有效开展，

应在前沿技术应用中，构建自有大数据库，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
并进行对课程设置的进一步完善。

培养学生金融专业素养固然重要，还需使其具有计算思维、
信息操作能力与开阔的眼界。这便应由院校牵头，展开创新金融
产品科研工作，着眼于小微企业发展特点，促进金融科技助力，为
实体经济发展赋能。只有使学生切实感受大数据应用价值，进行
对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抓取海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展开数据
建模，才能促进对研究成果的推广，让金融教学工作迈入新层次。

2.4关注实践教学，构建实训基地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助推金融高等教育改革，还应提升实

践课比重，建立校内实训基地，培养学生应用意识，帮助他们夯
实金融专业学习基础。

为此，可密切与教育部门、金融监管机构及相关企业的合作，
以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对实训基地的建设。比如：可
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使企业的金融培训工作在校内实训基地开展，
为专业化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便利；让校企合作愈发紧密，了解高
新企业金融人才培养需求，并对其展开综合比对、分析。以海量
数据为支撑，让学生练就良好的专业本领，使其参与金融项目的
实施。从而，让学生加深对自身职业的理解，拥有核心素养与职
业适应力，顺利完成求学者到职业人士的角色转变。

3  结语
综上，为积极迎接金融行业快速发展带所的新挑战，应促

进高校金融教育新教改工作纵深推进[2]，并需具有创新意识，注
重对大数据的应用。只有构建起高效、系统的金融人才培养机制，
优化课程设置，密切与企业、金融机构、银行等之间的联系，才
能促进理实一体，加强学生对不同金融模式的认识；形成健全的
人才培养机制，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密切师生联系；促使学
生形成综合素养，使其在多元、创新教学模式中，成为高素质应
用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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