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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的兴盛发达，离不开一批
又一批优秀的人才。而优秀的人才的培养则离不开教育。教育
不仅仅是传递知识与技能，教育更应该做到育人。金融学属于
财经类的学科，学习此类学科的学生人数众多。因此，教师在
其教学中除教授金融财经的专业知识之外，也应注重对学生价值
观的引导。教师应在金融学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对其理论知识
进行梳理与分析，发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运
用，以实现金融学课程思政的目的。

1  “金融学”课程思政元素的发掘路径
1.1将理论知识与文化自信相关联
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最早出现纸币的国家，只是

由于后期中国备受欺凌与压迫，资源被西方国家掠夺和破坏，
才使西方国家的发展超越我国[1]。金融学属于经济类学科。关
于金融学的学习，在早期的课程体系中学生主要是学习市场经济
学问，学习西方的金融知识、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工具和货币政
策等。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对于金融学教学也进行了具体的改
革，在其教材的编排上开始融入了我国在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市场
现象、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虽然说其融入的比例并不高，
但是其在课后的讨论以及练习中的比例却在逐渐增加。这也从侧
面证明了我国的文化自信，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我国的日益强大，
增强其文化自信。

1.2将理论知识与制度自信相关联
金融学的学习与国家的制度和国情密不可分。基于我国公民

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导致部分公民缺乏法治意识。因此，我国
制定了很多与之相关的制度。由于我国的金融发展起步较晚，在
制度上也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关于我国的金融制度我们应
辩证对待。在以往，基于制度的不完善，在部分领域出现了交易
市场被关闭的现象，但这也是对金融投资者以及市场秩序的保护。
伴随着我国的发展，现代的金融制度已经日趋完善。教师在其教
学中应注重建立学生的制度自信，让其能够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金
融制度的发展，能够对未来的金融市场充满信心。

1.3将理论知识与国家使命相关联
金融学的学习是学生掌握金融知识，掌握理财方法的渠道。

同时，金融学的学习也能帮助学生了解金融陷阱，避免上当受骗，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对自己的资金进行科学的理财，实现财富增
长。最为重要的是，我国的金融发展起步较晚，在国际金融市场
上的地位较为被动，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教
师在讲授金融理论知识时，要将金融学的学习与国家的使命相关
联，培养学生的家国意识，让其主观上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改
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之中的被动地位，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
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2  “金融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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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课程思政已成为一种趋势。在金融学科中开展课程思政，能够帮助学生在获得金融学的专业知识的
基础之上，形成较高的思政素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因此，金融学教师应积极发掘此门学科中的思政元素，对其课堂教学环节
进行合理的设计，让思政知识与内容巧妙的融入到金融学中。本文将针对“金融学”课程思政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策略进行简要的探
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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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课堂之中融入思政元素
金融学的学习主要是围绕课堂而展开的，在课堂之中的各个

环节之中均可以融入思政元素[2 ]。首先，在金融学的学习中，
教师应渗透关于金融岗位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内容。在具体的教授
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将爱岗就业、遵纪守法以及服务
群众等职业道德素养渗透其中。如之前发生的庞氏骗局案例，
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案例内容进行小组讨论，并总结从案例中学
习到了哪些内容，有哪些感悟？以让学生明白遵纪守法、恪守
本分，尽职尽责的重要性。

2.2在课外活动中融入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之中，还体现在课外实践教学

环节。因此，在课外实践活动中，教师也应注重思政元素的融
入[3]。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共同参观票据博物馆，亲眼目睹
我国在金融发展史上的一张张见证，感受着祖国的日益强盛，
感知祖国一路走来的不易的同时，也为生在中国而倍感骄傲和自
豪。同时，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虽然影
视作品之中的展示会与现实有所出入，但是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
馈。通过观看金融方面的影视作品，能够让学生了解到金融市
场的规则，感知到金融市场积累的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得一定
的感悟。此外，金融知识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为了提升学生的
知识运用能力，教师应鼓励学生参加相关的金融比赛，让其能
够将学到的知识进行有效的运用，能够了解复杂的金融市场，
为其学习金融知识增添满满的动力，增强其使命感。

3  结语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金融学

因其专业的优势，是很多学生争相选择的专业，在金融学中融入
思政元素，实施金融学课程思政是金融学专业教师的首要任务。
因此，教师应在其课堂教学之中以及课外实践活动之中，将思政
元素融入其中，让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在学习
金融知识的同时，也能增强责任意识，提升使命感。教师在教学
的同时，也能实现育人的目标，争取培养出更多的具有时代使命
感和较高思政素养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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