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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构建探讨 
郭  珊  郝  锋 

（河北科技学院  河北省保定市  071000） 

摘要：基于当前应用型本科金融专业人才方面的培养目标以及模式，将《金融风险管理》课程作为研究点，分别展开了教程目
标教学、内容学习、评价教学、案例说明等的研究与分析，然后将研究成果用于后期高校课改模式的参考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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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风险管理》课程中的思政内涵 
在金融教育中，它是一门主干课程，开设这类课程主要是为了

能够掌握金融歧视意识和风险度量方法，提前熟悉金融风险管理体
系和风险系统。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掌握金融风险管理的技术方
法，还要掌握金融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论知识，进一步为金融机构制
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方案。对于课程研究而言，促进学生对课本知识
和课堂内容的掌握和吸收，进一步认识健康的金融环境对宏观经济
发展的重要性，正确树立金融风险意识，是一种责任。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高度自觉性与思想政治课相结合，运用
“财务风险管理”培养综合财务管理人才，建立服务平台。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可以引导大学生行为规范朝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方向发展，树立共同理想，以增强文化自信作为提高大学生能力的
基础，为金融服务主体、风险防范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做出贡献[1]。 

2《金融风险管理》的课程思政教学切入点 
2.1 操作风险防范 
金融机构的经营中，其操作风险涉猎比较广泛，金融机构的内

部员工或者是内控机制不足所导致的巨额处罚事例频频出现，实现
操作风险管理值得引起金融机构的强烈重视。在此过程中，主要去
强调对于一线员工的道德水平的提升，此形式作为第一道防火墙存
在。在课堂上，在教学过程中引进思政内容，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
自觉认识到职业规范行为具备的重要性。 

课堂教学开展，借助《银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
相关文件，为学生解读行业详细规定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在系统的
学习模式中，掌握了金融行业的详细从业守则，通过不断地学习，
使学生深切认识到行业中相关规章制度加以领会的与理解的重要
性。此外，引经据典，在有效的案例支撑下，可以进一步开展各种
形式的讨论与研究。进一步实现职业道德教育在高校课堂中的最佳
诠释。在学习中，学生深切认识到从业人员职业生涯中的底线，并
自觉远离行业禁区。远离违规代客现象，避免陷入非法集资以及飞
单等套路中，一经察觉，坚决抵制。使学生的职业道德养成更健康
化。 

2.2 信用风险防范 
在高校教育中，展开诚信教育的同事，可以将学生的诱惑防范

意识和诚信意识进一步增强，促进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
价值观以及世界观，意义重大。在大学思政教育过程中，诚信教育
是重点。课程开设在哪里，那么其诚信教育就应该在哪里。借助课
堂教育，进一步将学生处于浸润式教学内容中，是他们无时无刻都
在感受诚信带来的影响。 

2.3 系统性风险 
与近几年的相关政治局会议想联系，随后融汇金融会议精神，

过程中发现会议总是围绕在金融风险与金融改革以及国际金融几
大方面展开，虽然表述形式有所差距，但中心思想以及三方面的链
接是密切的一个整体。在《金融风险管理》这一教程学习中，分别
从金融的风险累计以及其宏观运行指标等方面展开了叙述，以实现
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在此过程中，将我国历史发展背景与金融
监管教学中，进一步推动学生对于系统性风险内容的整体把握，还
能进一步推动学生对于中央精神的全面领会。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
结合，在学生全面掌握现代经济学模式后，将进一步着手推进供给

体系质量的提升。 
3《金融风险管理》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实施建议 
3.1 以案例为纽带有效衔接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 
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课程教育中，实现了全过程教育找那个思

想政治工作的全部浸润。开展《金融风险管理》这一课程时，需要
将课程的特点加以明确，进一步掌握学生的特点以及社会取向，继
续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案例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总是依
靠实践所依托，在实施故事分析时，务必要确保其文字以及图片、
声音等内容的多重体现，在教育课堂上，实现了学习内容与思政教
育相融合的局面。不仅需要将课堂纪律进一步活跃，还要将育人的
质量全面提升[2]。 

3.2 充分运用新媒体创新教学手段 
目前，全世界均在互联网新技术的浪潮下发生着变化。《金融

风险管理》这一课程的开展，借助了新媒体的力量，使教育资源得
以拓展[2]。网络资源平台上，可以将国际形势、社会热点以及金融
风险领域等知识全面渗透，课堂开展起来更全面化。 

3.3 优化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针对《金融风险管理》这一课程，应该设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评

价管理理念，进而从学生自我评价以及教师综合评价方向除法，使
学生的主体位置能在此课堂中得以全面体现。当面对平时的考核工
作时，应该设立小组形式，案例自主，意见自主，然后在有效的思
政元素融合发展下，实现了自主交流与汇报。 

总而言之，将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进行有效的融合，要求教师
从立德树人的角度开展教育，进一步细致化要求教学评价与教学过
程，优化还学目标与案例分析。作为整个教育框架中的主体，教学
目标的作用不言而喻，其更应该具备价值引领的作用。在整个教学
内容里，需要将思政中心内容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效的处理与融合。
进一步要想实现教学目标的实现，就要在教师层面上有所作为。将
《金融风险管理》这一课程思政内涵进行融会贯通，进一步作为教
学目标的设计基础，在此基础上将自身的育德能力以及思政能力有
所提升[3]。 

结语 
在教育中，针对思政课程的有效推进以及实施，是当前教育行

业中最为关注的事情。针对不同的专业领域以及课程内容，所涉猎
的领域学科不一样，授课的重心也是不相同的，随之思政课前期的
切入点也是有所不同。在此过程中如何有效的将教学手段、课程思
维形式以及教学内容全面结合，展开有效的课程改编以及整合，在
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了将思政课程因人而异式教学开展，此为专业
课教师比较关注的内容。 

参考文献： 
[1]武俊宏.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建设高素质职工队伍——山

东金岭铁矿工会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实践[J].中国工人，
2021(07):70-71. 

[2]皮祖武.探索“互联网+工会”服务职工新途径——宜昌
市总工会用手机小程序搭起服务职工大舞台[J].中国工人，
2021(07):68-69. 

[3]杨富.思政课信息化建设中师生教学关系的重构[J].黑龙
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1(11):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