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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算》课程考核改革实践与探索 

武亚楠  王爽 
（三亚学院  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 

摘要：《国际结算》是一门以金融和贸易为基础的多边交叉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该课程的考核以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
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01 班学生为例，从课程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出发，以课程考核内容要联系国际结算方式的实际应用、
课程考核要注重过程性、课程考核形式设置要注重科学性等三方面的改革和实践为主要内容，提出考核内容应结合新兴国际结算方
式的使用，增加实验课时和模拟软件的引入，重视国际结算中专业术语的英文表达和练习，多样化考核形式的内涵等建议以加强学
生学习《国际结算》的主观能动性和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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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算》是研究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因各种往来而发

生的债权债务经由银行来办理清算的一门实用学科，理论性和
实践性兼具。 

本文以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01 班学生为样本，在贯彻三亚学院 2022-2023 学年秋季学期
开展的课程考核改革试点项目立项工作指导方针的基础上，分
别从《国际结算》课程的考核内容改革与实践、考核过程改革
与实践、考核形式改革与实践三个方面论述本人在 2022-2023
学年秋季学期教学过程中的课程考核改革尝试，并针对如何提
高学生学习《国际结算》的兴趣、强化学生国际结算的实操能
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 

1 课程考核内容改革与实践 
1.1 突出课程考核内容的应用性 
《国际结算》作为一门实践性、操作性较强的课程，为学

生将来从事国际经贸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先期准备，体现
在教学内容上就是应将课程内容与国际结算实务中的具体环节
相联系，加强 SWIFT 实务训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为了
使学生同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应用能力，从而能够
更好地满足相关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在本学期授课过程中，
本人侧重讲授各种结算方式的业务流程，让学生通过进行角色
扮演并配合结算流程图将各种结算方式的当事人以及相关步骤
先讲解一遍，然后让学生去填制并解释结算单据以培养学生独
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鉴于目前在国际结算领域国际商会组织的跟单信用证专家
资格考试（CDCS）是对国际贸易、金融等领域从业人员理论和
操作水平的专业认证，代表着该领域的国际水平，为帮助考生
熟悉 CDCS 考试并顺利通过，本人在授课过程中吸收了《跟单
信用证专家资格考试应试人员学习指南》的精华，为学生提供
了有益的的参考和训练。 

1.2 课程考核内容严格对标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 
从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亚学院课程大纲的编制中增加

了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模块，这一模块不是教材章节的照搬
照抄，而是任课老师经过通盘把握全书归纳出的任教课程的知
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即是对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要求也体现
了学生培养中的素养培养要求。在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中既
有课程知识点的梳理又有教学方法的应用，如人才培养目标实
现矩阵中“国际结算中的票据”这一知识点可以细化为“认识
票据”、“掌握汇票”、“了解本票”、“熟悉支票”四个方
面，这一部分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式主要是通过金融单据的
填写进行知识点训练，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对学生的专业技
术要求是不仅能看懂汇票、本票和支票，还要能制作汇票、本
票和支票，并能灵活把握三种票据的票据行为并加以具体运用。 

2 课程考核过程改革与实践 
2.1 阶段性学习测验的过程性改革与实践 
在常见的阶段性学习测试阶段，任课老师通常把前一部分

内容讲完才布置作业或者自测题给学生，然后接着讲授下一部
分内容，等课下学生准备完成作业的时候之前的知识已经成了
“过去时”。本学期采用的泛雅平台可以实现提前把作业发布
给学生，老师在讲授这部分知识的时候学生就可以在自己的手
机 APP 上进行练习，习题还可以设置重复练习，成绩保留某一
次（第一次或最后一次或最高成绩）或某几次（前三次或后几
次）的记录等，这种过程性考核不仅可以实现学生学习成果考
核的即时性，还可以在即将超过任课老师设置的答题时间前进
行提醒作答，或者对于不及格者打回重做。泛雅平台的客观题
可以在答题完毕就自动批改和显示正确答案与答案解析，不仅
节约了教师批改时间，还有助于学生加强自我理解与知识的即
时消化，而任课教师可以把答题错误率较高的题目在课堂上再
详细讲解。针对主观题的批改则需要任课老师进行手动批阅，
不过泛雅平台也设置了快速打分机制，比如对于“回答正确”
和“回答基本正确”可以通过选择 A、B、C、D、E 进行不同程
度的快速打分，还可以自动添加批语，省时省力。 

2.2 实务操作的过程性改革与实践 
操作实践也是《国际结算》这类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必不可

少的环节，由于这门课程并没有安排实验课时，结算过程的实
践主要是通过课堂学生的角色扮演和结算流程的介绍来实现
的。比如以信用证业务相关电文运用为例，分别找学生扮演出
口商、进口商、开证行、通知行，“进口商”向“开证行”申
请开出信用证时应对哪些结算内容进行规定，双方达成协议后
“开证行”要如何根据 SWIFT 中的 MT700/701 格式进行电文编
制并将其发送给“通知行”，“通知行”又应如何编制 MT730
确认电文，如果“出口商”请求修改信用证，应该如何与“进
口商”进行协商，协商完毕“开证行”发送给“通知行”的 MT707
修改电又应涉及哪些项目等等。为了避免学生因为理论知识掌
握不牢或者英语表述不流畅，会提前布置每个角色的任务，给
学生一定的时间熟悉英文表达。对于参与的同学都会按照任务
完成的水平给与不同的平时成绩的加分。 

以上是关于业务流程的口头考核，关于业务流程的书面考
核，可以以作业主观题的形式发布，可以以图片形式，也可以
语音介绍去呈现，即可以节约课堂时间，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
己的理解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空间和时间自由发挥。 

3 课程考核形式改革与实践 
3.1 增加实务类题目的比重 
《国际结算》属于国际金融实务的一个分支，国际惯例众

多，涉及的知识领域极为广泛，例如，它涉及到国际金融中的
货币与汇率问题、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国际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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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与外汇风险防范问题等；还涉及到国际保险、国际运输、电
讯传递、进出口贸易、会计、海关、商检、票据、法律等诸多
相关知识，因此，体现交叉学科知识的综合程度的实务类题目
的考查必不可少。 

该门课程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卷面成绩两大部分组
成，分别占比 40%和 60%。因此，卷面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
反应学生整个学期的学习效果。本次试题的覆盖面广泛，难易
适度。此次卷面考试中较难试题占比大概 10%，简单题目约占
30%，难易程度中等的占比 60%。题型涵盖单选题（共 20 分，
每题 1 分）、多选题（共 10 分，每题 2 分）、判断题（共 10 分，
每题 1 分）、简答题（共 20 分，第 1、2 题各 7 分，第 3 题 6
分）、案例分析题（共 20 分，每题 10 分）和综合实务（共 20
分）六大题型，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简答题、案例分析
题为常见题型，综合实务题以信用证英文原文为题干，要求学
生阅读信用证后回答相关问题。综合来看，主观题和客观题分
值设置合理，主观题占比 60%；案例分析题和综合实务题都属
于综合知识的考查，占比 40%，对学生综合知识的把握能起到
检验作用，也能有效减少抄袭现象。 

3.2 增加专业术语的英文考查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应该紧

密联系国际结算实务，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学生实际应
用能力不仅体现在实务操作环节，更体现在实务操作中的英语
表达能力上。国际结算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
的环节，甚至是最终环节，如果说国际贸易的最重要的参与者
是进出口商，国际结算中最主要的主体则是参与结算的跨国银
行等金融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多是通过英文电文
的传输进行，因此掌握必要的金融术语和贸易术语是进行国际
结算的关键环节。 

本课程不是双语教学，但是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对英
语的要求应该相较非英语类专业学生的要求要高得多。比如国
际结算中实用频率最高的结算工具汇票，可以表示为 bill of 
exchange、bill、exchange、draft，这几种表示方法都是常见表达，
如果不了解这几种常见表达极易在审核信用证环节忽视信用证
对汇票的规定和要求，从而造成结算困难，这是因为信用证中
涉及的单据众多，因而对某一种单据的要求就显得不那么显眼，
容易被学生忽略。因此在日常结算工具和结算方式介绍中，本
人都采用全英的结算单据进行讲解，并在反转课堂上让学生通
过角色扮演使用不同的英文单据进行介绍。在日常授课中，本
人会对国际结算中的常见术语或者常见句式进行归纳总结方便
学生解读外贸单据，并在考试的各种题型中都对专业术语的英
文表达进行考查。 

4 关于深化《国际结算》课程考核改革的建议 
4.1 强化考核内容的综合性 
目前主流的《国际结算》教材基本上都涵盖了国际结算工

具、国际结算方式、国际结算单据、贸易融资等内容。[2]但就国
际结算工具这一部分而言，多数教材更偏向理论介绍，而且不
同金融工具的组合使用的案例介绍不多；尽管结算方式众多，
多数教材依然是偏重传统的汇付、托收、信用证的介绍，新兴
结算方式介绍不多；而国际结算单据部分与相关专业课程存在
大量内容重合的情况；国际贸易融资部分多数教材是作为传统
国际结算方式的补充，介绍相对笼统。由于《国际结算》的综
合性较强，因此在后续的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引入一些国
际结算工具和国际结算方式综合运用的案例以培养学生进行国
际结算业务的综合操作能力，并能对组合业务的风险进行评估；
随着传统国际结算方式的式微，应细化备用信用证、银行保函、
国际保理、福费廷、打包贷款、押汇、出口发票贴现、进口海

外代付等新兴结算方式的操作流程和案例介绍；对于国际结算
单据部分与其他相关课程的重合部分可以略过，以缓解专业课
课时不断被压缩的现实困境。 

4.2 增加实验课时和模拟软件的引入 
这学期的授课没有安排实验课，60 个学识都是理论课，教

师只能通过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扮演和国际结算流程描述来把
握学生对实务操作部分的掌握程度。但针对这种实践性较强的
课程，还是希望学校和学院能够在理论与实践课时的安排上进
行调整，增加实验课时，比如两次理论课一次实验课的穿插安
排。由于校外实践参与国际结算的机会不多，实验课的安排可
以软件为载体，充分利用校内仿真实训平台。目前不少教学软
件供应商已经研发出针对国际结算的实训软件，希望学院或学
院层面尽快引进实训软件，为学生创造模拟实践机会。 

4.3 重视国际结算中英语的运用 
国际贸易中需要的是既懂国际贸易专业知识又懂外贸英语

的综合性人才，如果说专业技能需要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实践才
能获得，那么英语能力的把握则可以通过模拟练习得以掌握。
随着 SWIFT 系统日渐成为国际结算、收付清算、外汇资金买
卖、国际汇兑等各种业务的通信主渠道，因此学院在专业课程
安排上可以开设外贸函电、国际结算 SWIFT 电文操作实训这方
面的先导课程。作为《国际结算》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要非
常熟悉各种 SWIFT 报文格式，结合具体的交易环节和结算方
式，并引导学生能够按照正确的格式编写 SWIFT 报文，掌握
SWIFT 报文的常用的表达，理解各种字母缩写的含义。 

4.4 扩展考核形式的内涵 
网络时代，线上线下混合授课的形式会长期存在，甚至线

上授课的课时占比会持续提高，智慧课堂、共享课堂、远程课
堂的便利性、低成本等优势不言而喻，这些网络教学资源是高
校教师打造金课的知识宝库，也是学生保持学习知识的连贯性
和自主性的有利辅助。 

后疫情时代网络远程考试或者“网络考试+线下考试”的各
种组合形式为不少学校所采用，这无疑是特殊时期“停课不停
学”的口号下催化出来的课程考核形式的优质解决方案，但是
考核形式在内涵还可以更加多元化，比如我们可以让网络考试
和线下考试不仅仅局限在卷面之上，以《国际结算》课程为例，
可以以学生对外贸公司结算方式的选择为主要调查内容以调查
报告的形式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也可以以我国外贸公
司国际结算中的实际问题为抓手进行论文阐述作为期末考试内
容，或者让学生根据自身特点自主选择考核方式等。 

参考文献： 
[1]曹冬艳.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国际结算》教学改革研

究[J].江苏科技信息,2014(24):107-108+112. 
[2]陈岚.地方高校国际结算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6,25(02):89-92. 
基金项目：本文受 2022 年度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 业 产 教 融 合 创 新 实 践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 ：
Hnjg2022ZD-44）和三亚学院校级 2022-2023 学年秋季学期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类项目课程考核改革试点项目（项目编号：
SYJGKH2022151）资助。 

作者简介：武亚楠（1988.11-），女，汉族，河南郑州人，
三亚学院 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 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区域经济；王爽（1979.3-），女，蒙古族，辽宁朝
阳人，三亚学院 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
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文化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