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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民族振兴之根本，而育人以立德为先。长期以

来，中国的专业课课程不但肩负着传输基本理论知识和培

养学生基本技能的重任，而且对学生树立正向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在新时代思政教育

改革的背景下，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前行，

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落实到高校专业课堂教学之中，是

目前中国高校所普遍面临的重要难题。

《金融学》课程是经管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该课程由于具有实用性和普适性而受到学生的欢迎。金融

业属于特殊的服务行业，近年来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或者禁

受不住利益的诱惑而犯罪的案件屡屡发生。这就要求学生

在进入职场之前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之外，还需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及职业素养。而课堂是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

养的主阵地，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活动的

各环节，既能帮助学生扎实掌握金融理论基础，培养其金

融专业技能，又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价值引领，使金融

学基础知识传授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合力，有助于

培养金融领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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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20年 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以下简称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将立德树人贯彻到高

校课堂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全员之中，推动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协同前行、相得益彰，构筑育人大格局。

《金融学》是面向高校财经学类本科生的一门典型专

业基础课，同时也是教育部确定的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和财

经类专业主干课程。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建设实践为主要依托，全面系统地研究货币、信用与

金融的产生、发展、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并最终落脚到宏

观经济，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是课程思政

建设的重要阵地。

目前，中国关于《金融学》课程思政的研究刚刚起步，

混合式教学为《金融学》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契机；

课程思政目标也要求《金融学》课程重新整理课程内容、教

学方法与考核评价体系。但现有的研究没有详细说明《金融

学》课程思政元素从哪里来，又如何进行梳理和运用。总体

来看，相关研究的人数少，与《金融学》执教的规模不相适应，

研究深度也有待加强。

在金融危机这一章中，尽管国际局势不容乐观，但是

中国在进行金融危机的救助时，由于坚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正确领导，果断采取措施，才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

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同时，展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救助，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彰显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提

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

经济和金融市场发生剧烈震荡，风险与日俱增，美国股市多

次熔断，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挫，但是中国由于党中央迅速、

高效的防控措施，并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政策刺激与各项金融

政策支持，使得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方面成效显

著。通过对中国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比较分析，可使大学生自

然而然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和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从而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讲述货币的起源时，中国的货币史达五千年之久，

而且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从春秋时期进入金

属铸币阶段到 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试点的数字货币，

中国有着悠久的货币发展史和丰富灿烂的货币文明，可以使

大学生了解中国的货币发展历程和人民币制度起源，引导大

学生增加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在讲述货币的职能和货币制度等内容时，结合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引导学生辩证客观地看待货币消亡理

论。指导学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与现代

金融理论有机结合，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

握，强化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同时，利用辩证的角度

分析货币消亡理论，可以提升大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从对

立统一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学会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的辩证思维方

式。

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授课过程中，通过引入现实

案例，让学生知晓各类金融风险以及风险防范不当所带来的

各种危害。例如，曾经流行一时的 P2P网络借贷、“E租宝”

等各类“校园贷”等典型案例，提醒学生提高自己的守法合

规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

观念。

在讲授货币的作用这一节时，给学生灌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的思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分析拜金主义的危害；在商业银行的内容授课中，将商业银

行的合规经营与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联系起来，引入典

型案例，使学生知晓银行员工需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在讲

述资本市场时，分析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等违法

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结合新证券法的相关内容，引导学

生在证券市场中的活动需做到敬畏市场、敬畏法律、敬畏规则。

采用 OBE教育理念，即成果导向教育、能力导向教育、

目标导向教育。该理念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课程中

心，以教学成果为教学导向，以学生能力为课程教学设计和

实施目标，即“学习结果—教学内容设计—评价体系”课程

体系，真正实现由“内容为本”向“学生为本”的转变。以

成果为导向，制定课程教学目标；以目标为指引，设计课程

教学过程；以能力为目的，完善课程教学考核；以过程为对

象，评估课程教学质量。

传统的课堂讲授有很多弊端，很难产生良好的教学效

果，如何在专业课堂融入思政元素，改进教学方法至关重要。

因此，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方法的改革与

创新。

可供选择的教学方法有历史沿革演绎法、典型案例分

析法、热点问题剖析法、比较分析法、课堂讨论教学法、翻

转课堂式教学法等。在教学手段上可以适当采用灵活多样的

教学方法和授课模式，与具体教学内容有机结合，细化实施

方案和步骤，提升教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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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

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金融学》理论知识也需要与时俱

进。这就要求任课老师及时关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

热点问题，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内涵，将思政因素自然嵌

入其中，对现有的教学大纲及时修改，贯穿于授课教师每一

章节的课堂讲授中，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任务。在更新教学大纲的同时，对金融学课程的教学课件、

录课视频、案例资料、补充参考资料等内容，也同步进行更

新与完善。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学评价体系设置应基于德育目标

的完成程度，更加关注大学生德育与专业素养的全面培养。

对学生德育目标的考核将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两种方

式：过程考核以课堂讨论、案例分析表现进行评价，以学生

对德育内容的理解为评价依据；结果考核以专业理论知识为

依托，采取封闭、半封闭式试题，设置开放性问题，对学生

的学习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基于这两个方面表现来评定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道德修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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