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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实用性的研究

李艳丽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　浙江　315100

摘　要：国际贸易专业的《国际金融》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核心课程。目前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与现实需求部分脱

节，实用性下降等问题。本文针对学生和用人单位问卷设计，调研《国际金融》课程的实用性。通过调研，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根据实用性强弱，适当调整教学内容；通过加强校企交流，提升企业在高校教学中的参与度等方法提

升《国际金融》课堂教学的实用性。

关键词：课堂教学；实用性；校企合作

一、引言 

国际贸易专业的《国际金融》以为国际贸易的交易

过程提供辅助为目标，培养本专业学生在国际贸易的实

际工作中，善于辨识国际、国内形势对汇率的影响进而

在对外报价过程中采取最有利的汇率，善于在国际结算

过程中，使用最有利的金融工具，最大限度为本公司规

避汇率变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并运用最恰当的金融工具

为公司短暂闲置的外汇进行投资牟利。所以本课程以为

国际贸易过程进行辅助作为主要的教学目的。

本着提升《国际金融》课程学生应用能力的课堂教

学水平的目的，本人设计了两套调查问卷，分别针对学

过《国际金融》课程的在校生和各行各业对本专业毕业

生有聘用需求的用人单位。前者回收了121份有效问卷,

其中刚学完本门课程的学生56人，已经学完一年的学生

46人；后者回收了103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外贸及相

关行业从业者47人，金融及相关行业从业者28人，其他

行业28人。本文针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了一

些有价值的分析结论。

二、当前国际贸易专业《国际金融》课程的实用性

（一）学生视角的实用性

121位学生整体而言对《国际金融》课程的实用性

比较认可。对于实用性，按照满分100分计算，67名学

生给出了90及以上的分数，占比为55.4%，39名学生给

出80及以上分数，占比为32.2%，合计87.3%。其中刚

学过《国际金融》课程的学生，打分在80分及以上49

人，占比为87.5%，学过本门课程超过一年的学生，打

分在80分以上有57人，占比为77.7%。男生打分在80

分及以上占比为88.6%，女生80分及以上占比为87.2%。

总体而言，刚学过的学生认为本门课程的实用性更高，

而男生比女生打分更高。

从《国际金融》课程具体的实用性方面，学生们

最认可的是“拓展国际视野”、“判断经济贸易未来发展

方向”和“用外汇和汇率知识进行进出口报价和国际结

算”等三个方面，且这三个方面的标准差相对较小，说

明学生们的意见比较集中，都认为这三个方面的实用性

最强。学生们对《国际金融》课程中的“进行外汇投机，

赚取暴利”和“进行远期、期货和期权等外汇投资”这

两项内容的实用性评分较低，说明学生们对运用《国际

金融》课程所学内容进行投资和投机的总体兴趣不高，

但是这两类实用性的标准差较大，说明学生们的意见比

较分散。其中，男生在投资需求上的平均分为81.8，高

于女生的78.9，在投机需求上的评分为74，远高于女生

的65.9，说明男生们在投资和投机上的偏好比女生更强。

从学生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国际金融》课程中，

对自己而言最实用的知识是“外汇汇率概念及相关理

论”、“外汇业务及进出口报价”、“中国的汇率制度及外

汇管理”和“国际金融市场及衍生金融工具”，这四项内

容确实在国际贸易实际业务中用处非常大。学生们选择

较少的三项是“债务危机”、“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

货币体系”，这三部分内容，学生们认为对于拓展个人的

国际视野确实非常有用，但是如果落实在实际工作中，

实用性就比较弱了。

从性别角度，男生们认为《国际金融》知识的实

用程度低于女生。男生们认为最用的知识第一位是“国

际金融市场及衍生金融工具”，第二位是“外汇汇率概

念及相关理论”，第三位是“外汇业务及进出口报价”；

而女生认为第一位的是“外汇汇率概念及相关理论”，

第二位是“外汇业务及进出口报价”，第三位是“中国

的汇率制度及外汇管理”。男生对操作性更强的国际金

融工具更感兴趣，而女生把政府的外汇制度和管理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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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位置。

（二）用人单位视角的实用性

对于用人单位对《国际金融》课程实用性的调

研，主要针对对象为外贸及相关行业以及金融及相关行

业。外贸及相关行业从业者认为，实用性最强的内容包

括“外汇业务及进出口报价”、“外汇汇率”、“国际收

支”和“对外贸易信贷”，集中度最高的是外汇业务及进

出口报价，这部分内容对于外贸行业而言，是完全对口

的；金融及相关行业从业者认为，实用性最强的内容包

括“国际金融市场及衍生工具”、“外汇汇率”、“外汇业

务及进出口报价”和“国际收支”，这也符合金融行业

需求；两个行业一致认为实用性不强的内容是“债务危

机”、“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货币体系”，这几部分内

容属于知识性的介绍，与实际业务的相关性较弱，所以

各用人单位选择的较少。

三、提升《国际金融》课程实用性的方法

对于《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中已经略显陈旧，

需要适当删减的调查显示，外贸及相关行业从业者认

为，“债务危机”、“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体系”和

“国际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工具”这四部分内容略显陈

旧，而金融及相关从业者认为，“外汇业务”、“对外贸易

信贷”和“国际金融组织”这几部分内容略显陈旧。现

代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二战之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

无论是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体系，都属于介绍性的

国际金融历史知识，用人单位会觉得实用性不强，时效

性不强，这很正常。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外汇业

务等内容，虽然教材中的内容会有一部分跟不上实际贸

易、金融业务变化速度，但是这些内容都是实用性很强

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在遵循教学大纲框架的基础上，

用最新的内容进行教学。

对于如何提升《国际金融》课堂教学的实用性，由

表1可见,用人单位选择“分析更多实时案例”的人次

最多，尤其是外贸行业，全部都认可这种方法。其次是

“增加一些期货期权等实操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金融

行业比外贸行业更重要，所以金融行业选择此项的比例

更高。然后对“增加课堂讨论时长”比较认可，选择这

种方法的用人单位高于“增加学生讲述时长”，即用人单

位普遍认为，学生课堂讨论效果好于学生自己讲述，这

对教师而言是个启发。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学

生在课堂讲述过程中，其他学生不感兴趣，很多时候学

生讲述变成了学生给教师一个人讲的尴尬局面，这值得

反思。

表1  提升《国际金融》课程实用性的教学方法选择

序号 提升课程实用性的教学方法 总人次 占比
外贸及相关行业 金融及相关行业

人次 占比 人次 占比

1 分析更多实时案例 93 90.3% 47 100% 22 78.6%

2 增加期货、期权等实操内容 61 59.2% 24 51.1% 17 60.7%

3 增加课堂讨论时长 40 38.8% 17 36.2% 12 42.9%

4 增加学生讲述时长 27 26.2% 11 23.4% 10 35.7%

5 增加课堂测试次数 15 14.6% 8 17.0% 5 17.9%

对于多数用人单位认可的“实时案例”的讲述这

种方法，对于教师而言，由于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非

常少，所以存在一定难度。如何能让用人单位正在发生

的“实时案例”非常有时效性地进入教师的教学教案中

成为课堂教学内容呢？调查中，几乎所有用人单位都认

为，加强教师与用人单位的及时沟通会提升课堂教学的

实用性。其中完全同意该观点的人数为60人，占58.3%，

比较同意为31人，占30.1%，一般同意为9人，占8.7%，

同意的人数总占比为97.1%。

用人单位究竟如何参与才能提升《国际金融》课程

的实用性呢？多数被访者都对“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作为首选，这对学生而言，确实可以将所学知识应用到

实践中，而且可以带着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来到课堂

寻找解决方案，这样可以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实用性。

此外，专业人士来学校做讲座也是认可度较高的方法。

四、提升用人单位参与高校教学意愿的方法

在调研中本人发现，用人单位对于高校想要提升课

堂教学的实用性是非常支持的，而且也愿意提供相应的

帮助。比如62.1%的被访者表示自己愿意给学生提供实

习机会，49.5%的被访者表示愿意接待老师带领学生来

访，37.9%的被访者愿意来学校做讲座和接受教师的相

关咨询，只有7.8%的被访者表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这

对于高校而言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

找到合适机会去实践这些提升课程实用性的方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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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学生实习，或者带领学生去用人单位访问等方法，

提升教学效果。

但被访者也对提供以上帮助心存疑虑，比如有

57.3%的被访者觉得自己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有点不好

意思；也有35%的被访者表示实在太忙，怕没有时间安

排；同时有28.2%的被访者表示，非常愿意提供帮助；

但有6.8%的受访者表示这种帮助是免费的，所以自己没

什么动力。可以看出，被访者不愿意提供帮助的主要原

因是不太好意思，其次是时间有限，再次是没有相应报

酬缺乏动力。

学校培养毕业生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毕业生在用人单

位能运用学校所学尽快适应工作并在各自岗位上做出贡

献。所以用人单位对于高校的培养效果是比较关注的。对

于企业而言，每年都有校招计划，多数企业会找机会来学

校进行宣讲。与其只针对大四学生进行企业介绍，不如把

企业带到各年级学生面前，通过派业务主管来学校做专业

报告的方式，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即可将最前沿的专业内

容教授给学生，也可以顺带让学生了解该企业；也可以通

过接待教师带学生来访的方式，在单位中给学生现场讲授

专业内容，也让学校对本单位有直观了解。

除了以校招作为动力提升用人单位对课堂教学参与

度以外，还可以适当给予相应的酬金刺激。高校都有一

些外聘人员的酬金预算，可以适当向一线教师放开，给

予教师们每门课程一定学时的外聘教师的薪酬额度，教

师可以自行邀请校外人员来课堂讲学，也可以促进教师

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交流，而非只在书本中收集教

学素材。如果此方法可行，势必会提升教师们各门课程

课堂教学的实用性，也会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出更多用人

单位更满意的毕业生。

五、提升《国际金融》课堂教学实用性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适当增加实用性较高部分知识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时长。这些内容可以通过增加案例和用人单位参

与的方式来进行拓展。笔者曾经与多位外贸公司领导和

员工进行交流，他们都提供了大量的实时案例，教师可

以根据交流内容整理出课堂教学的案例，这种案例具有

实用性和时效性，对提升教学效果非常有用。

其次，要适当减少实用性较弱部分知识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时长。这部分内容多数为介绍性的知识，可以通

过布置阅读作业等方式，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等方法学

习，从而减少课堂教学内容和时长，也可以达到很好的

教学效果。

再次，要将教师定期带领学生到企业访问、教师定

期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流纳入教学要求中，形成制度。可

以规定《国际金融》课程每个学期需要带领学生访问一

次企业，访谈内容与课程的某一部分章节相同或相似，

将该次课堂教学转到相关企业的会议室中，这样更容易

了解什么是最新最实用的知识。同时，要求本门课程的

教师，每学期上课期间，需要完成一次或者多次与用人

单位的沟通交流，掌握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前言问题，

形成教学案例，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然后，通过将企业宣讲融入到平时教学中的方式，

吸引用人单位更多参与到学校课堂教学中来，让教学内

容可以根据行业发展实时更新。宁波企业众多，人才需

求量非常大，校招是多数企业都需要的，将二者有效结

合起来，对校企双方都大有裨益。

最后，对于积极参与高校教学的用人单位领导、职

员给予适当报酬。这部分薪酬可以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

经系主任审核，由专业建设经费支出。这部分薪酬支出

既是对用人单位劳动的肯定，也是一种荣誉，也将对校

企互动培养能力更强的毕业生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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