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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金融类专业课程，可以结合金融市场及金融行业的需求，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和培养学

生具备家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坚守职业道德底线和操守。本文认为，在一定的思政主线下进行课程重构，

辅以多种教学方式的采用，建立完善的课程思政案例库，注重效果评价，能够让专业课的思政更系统化，

价值引领的作用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更突显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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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大多与金钱打交道，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金融

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大都从事一线的金融基层工作，如
金融营销、信贷、金融机构的出纳会计、客户经理、柜面
服务等，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高，较容易受到金钱和
利益的诱惑或发生诱导客户事件。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
展尚未成熟，诚信缺失、信息造假、内幕交易、违背职业
操守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造成 3不良后果。高校是人才
的出口，高校金融学专业的思政教育，应增强学生的金融
职业道德素养，对促进市场和行业的理性化发展至关重
要。通过在课程教学中融合思政教育，帮助学生了解金融
专业和金融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
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本文以金融类专业
主干课程“金融学”为研究对象，分享专业课与思政教育
在融合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 

1  “金融学”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背景 

“金融学”对金融专业来说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首
先，它是金融学专业的起点课程，同时也是金融专业其他
课程的统帅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原理
性和引领性的作用。内容上，它几乎涵盖金融的各个领域，
包括四个部分内容：金融领域的基本范畴——货币、利率、
外汇、信用工具；微观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的载体——金
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货币均衡以及宏观总量金融调控内
容。从课程体系上看，本课程为金融学专业后续的课程教
学搭建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的框架，后续的专业课程都会涉
及本课程的若干部分。因此，”金融学”课程的思政元素
的深挖和研究，可以以点带面，对金融类专业其他课程有
借鉴作用。 

2  “金融学”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实践 

结合金融市场及金融行业的需求，应用型本科高校
“金融学”课程的教学，可以融入“家国情怀”“民族自
信”“诚实守信”“职业操守”“法治意识”“求真务实”等
思政元素，主要引导和培养学生具备家国情怀和民族自
信，能够坚守职业道德底线和操守，自觉抵制金钱的诱惑。

课程知识点与思政融合的思路如下： 
1.1  金融领域的基本范畴 
货币与货币制度的教学，通过课外查阅资料分组展示

五套人民币的演变历史和我国货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让
学生感受到中国经济逐渐崛起不断强大的历程，从而产生
爱国情怀和对人民币的敬畏之心。 

信用部分的教学，借用国家助学贷款不良率居高的现
象以及我国第二代征信系统的启用，让学生明白：在当今
的社会，每个人的信用情况都时刻被记录，引导学生重视
诚信，传递“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利息与利率的教学，结合发生在校园或周边的金融诈
骗、金融传销的反面案例，引导学生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和
法治意识，自觉抵制高利的诱惑，理性投资、理性消费。 

外汇的教学，通过讲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人民
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的案例，学生了解到这是中国经济
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从而传递“富强”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 

1.2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部分的思政育人，可以重点放在法治教育和

职业操守方面。讲述金融市场中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以
及赖小民中国金融贪腐第一案的反面例子，对学生进行法
治教育，明白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引导学生坚守职业道
德底线，树立职业操守。 

金融机构体系，可以重点提及中国主导设立，在“一
带一路”背景下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两个思
政元素有效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商业银行教学部分，通过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四十年发
展历程的专题内容，为学生展示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在新时
代的创新发展，意识到传统金融业务与新的技术结合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危机意识。 

1.3  货币均衡 
货币均衡的部分，可以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

生“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货币供给的教学，
在学生理解了货币创造机制之后，要求学生到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官方网站上查询货币供给历年的数
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探究货币供应增长的原因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3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7-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以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联系津巴布韦面临的严重通
胀，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通货膨胀，引导学生分
组探究这些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以及我国治理通胀的措
施和手段。 

1.4  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的教学中，在深刻理解货币政策各类工具

特点后，引导学生查询下载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通过认真研读，了解在不同经济形势下，
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及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尤其近年新
推出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学生进行探索。这些做法，
帮助学生了解国家的经济战略方向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
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的职业
素养。 

3.  金融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融合的反思 

3.1  尝试以课程思政为主线的课程重构 
在课程思政推进的背景下，”金融学”的课程思政建

设可以考虑以产出为导向，在价值引领的主线下对课程内
容进行重构，解决以教材为主线的思政案例分散缺乏系统
化的问题。以产出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素
养三位一体为最终目标，以“金融改革开放”为主线，通
过反向设计，重新将教材内容进行规划，内容的重构突出
价值引领的思政主线，在主线引领下，完成知识与技能的
传授及能力的培养。当然，这个重构对专业课教师的要求
较高，专业课教师需要熟读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史。 

3.2  提高知识点与思政案例的融合度 
提高知识点与思政案例的融合度，就是力争做到“自

然呈现”。所谓“自然呈现”，就是不刻意，达到“润物细
无声”的效果。因此，我们选取某个思政案例，这个案例
如果当成知识点案例也是非常符合的，那么它就是最优的
思政案例。比如，我国第一代到第二代征信体系建立的案
例，与“信用”的知识点直接相关，每个人在信用活动时
形成信用记录，征信体系就是收集记录个人信用记录的，
通过讲授征信体系收集的信息种类，时刻提醒学生要诚实
守信，珍爱个人信用。再如，中国资本市场四十年发展的
专题，既能将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展现于学生面
前，了解到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成熟的发展过程，同时
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学生能自然而然产生道
路自信。 

3.3  多种教学方式的综合运用 
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应综合运用多种

教学方式，多管齐下，让学生具备更好的专注力，加强学
生参与课堂的主动性，学生更能加深对思政教学目标的理
解和思考。教师可以综合采用微课视频展示法、案例讨论
法、分组展示法、知识竞赛法等。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

平台发布某个案例（可以是视频或者时事热点），学生可
以分组讨论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提高参与性；还可以举
办知识竞赛类等小活动，如征信知识竞赛，可以加深学生
对征信系统的认识，诚信的观念也自然而然植入学生心
中；如我国五套人民币的发展，学生可以分成五个小组，
课后查阅资料，做成展示的视频上传到教学平台，教师点
评打分，并供大家点击观看；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对于
近年推出的各种 SLO、SLF、MLF、CRA、CBS 等各类
工具，可以做成通俗易懂帮助记忆的微课视频，供学生可
以反复观看和巩固。 

3.4  完善思政案例库等课程资源建设 
思政案例不应一成不变，建设内容丰富、素材多样的

思政案例库，有利于专业课思政的开展。”金融学”课程
涉及金融领域方方面面，教师应多方收集相关的纪录片、
新闻事件短视频，或自己剪辑制作专题视频、也可以是往
届学生的优秀视频展示作品等，还可收集与金融相关的网
站、网址链接或微信公众号等等。针对不同的教学主题，
相应有两套以上的相关配套案例，发布于教学平台，可以
辅助课堂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开展，也可以用于课后巩固课
程思政的效果。此外，由于金融行业的政策、形势是日新
月异的，材料中的思政案例可能是适合当下形势的，形势
发生变化后的案例库的素材也要根据形势变化，与时俱
进，不断更新。 

3.5  课程思政执行效果评价 
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是检验“思政元素”是否通过

教学真正地“入耳、入脑、入心”，评价是检验最终课程
思政是否真正有效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多管齐下”的
方式进行效果评价：如在课后习题布置的环节，设置部分
题目涉及思政元素的知识点，通过学生课后习题的反馈，
可以得知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来不断改进教学，这也是进
一步巩固课程思政的好办法。还有，可在学期的期中和期
末各进行一次问卷调查，问卷设置问题来调查学生对课堂
上传递的“思政元素”是否都准备的“捕捉”到，通过数
据的分析了解执行效果，以不断反馈教学改进教学。期末
考试，可以采用灵活的方式进行，如笔试试卷部分，可以
加入知识点与思政点结合的考题；口试、展示等其他考试
形式，则可以通过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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