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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教学“障碍接力游戏”时，教师创新性地将

其改编为“红军长征”主题的小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红

军战士”们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需要克服重重难关。

学生根据故事情节依次经历巧渡“金沙江”、强渡“激流勇

进的大渡河”、飞夺“惊险的泸定桥”、翻越“雪山”、走

过“茫茫草地”，最终抵达目的地，胜利会师。在学习过程

中，学生们仿佛真的成为故事中的英雄，全情投入，学习障

碍跑的基本技巧和方法，教师适时给予指导和评价，帮助学

生掌握和提高技能。有趣的情境不仅激发了他们对体育活动

的无限热情，而且在实践中逐步提高了障碍跑的技能水平。

这样的教学方式，让体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同时也培养了

学生的历史感和团队精神。

4.1.3 设置模拟情境
角色模拟是一种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方法，它能够有

效地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和体育素养。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

设置模拟情境，为学生创造一个既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体

育教学活动。

例如在“模仿动物爬行”这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巧妙

地创设了“森林运动会”的情境，引导学生化身为大象、兔子、

蜥蜴等动物，分组进行爬行、跳跃等动作的模仿学习。随后，

教师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动物对抗赛，鼓励学生们相互评

价，促使他们及时反思并再次练习，以此提升运动技能。这

一学习过程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运动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观

察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4.2 跨学科学习
在体育教学中融入跨学科学习，不仅能丰富课堂内容、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有效提升他们的运动技能和身体

素养。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增强了他们对体育的理解，也为

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例如在进行“跳跃”单元教学时，融入音乐学科元素

开展跨学科学习。在体育课上，老师播放不同节奏的音乐，

让学生根据音乐的节奏进行跑步、跳绳等运动。学生在运动

中感受音乐节奏与身体运动节奏的配合，提高运动的协调性

和节奏感。这样的跨学科学习，既帮助学生掌握体育跳跃技

能，又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5 “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
分析

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作为教师我深刻感受到“学

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优势，并在实践基础上进行了调

查分析。

5.1 调查对象
抽取学校 3~5 年级学生 120 名，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将她们按照随机性原则，由电脑分为两个组别，分别命名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人数相等，均为 60 名。对照组优势

实施传统体育教学模式，观察组实施“学练赛评一体化”教

学模式，对“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实施前后学生课堂

参与度调查比较。

5.2 研究方法
通过设计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收集他们在课后体育

锻炼频率、方式、偏好

等方面的信息。

5.3 研究结果与分析
5.3.1 学校 3~5 年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3~5 年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项目呈现

出多元化趋势。具体分布如下：球类运动（篮球、排球、足球）

45 人，占比 37.5%；球拍类运动（羽毛球、乒乓球）30 人，

占比 25%；健身项目（健美操、舞蹈）24 人，占比 20%；

户外跑步（跑步、健步走）15 人，占比 12.5%；其他类型 6
人，占比 5%。    

5.3.2 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
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塑造完美身材（36 人，占比 30%）、提高心肺功能（30 人，

占比 25%）、吸引异性（18 人，占比 15%）、拥有健康身体（36
人，占比 30%）。

5.3.3 “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实施前后对比
通过对比对照组和观察组的课堂参与度，结果显示，“学

练赛评一体化”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具体数

据如下：对照组积极参与体育教学的学生人数为 36 人，占

该组总人数的 60%；观察组积极参与体育教学的学生人数

为 54 人，占该组总人数的 90%。这表明“学练赛评一体化”

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优化教学流程，促进

教学质量的提升。

6 结语

“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实

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通过将学习、

练习、比赛和评价有机融合，构建符合学生需求的课堂。“学

练赛评一体化”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和身体素

质，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其核心素养的全面发

展。实践表明，该模式能够有效突破传统体育教学的局限性，

为小学体育教学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

继续探索“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并与其他学

科教学相结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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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高职教育立德树人任务，以《理财规划》课程为载体，探索思政与专业教学融合路径。针对高职生金融风险意识
薄弱、价值观功利化等问题，构建“三维四阶”融合框架：知识维度融入《民法典》婚姻继承等法治内容；技能维度设计
扶贫理财、养老金融等社会责任案例；素质维度开展红色金融史研讨。实践层面建立“双师双线”机制，联合金融机构开
发诚信经营沙盘，通过企业年金规划传递共同富裕理念，借助家族信托案例弘扬传统家训文化。采用增值性评价量表，为
金融专业实现专业知识与核心价值观融合提供了可复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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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教育旨在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注重职业技能与

职业精神的融合。金融行业发展要求从业者提升道德素养，

《理财规划》作为金融专业核心课程，需在传授投资、保险、

税务知识时强化价值观引导。课程思政解决“重技能轻德育”

问题，通过国债中的家国情怀、保险中的民生关怀、税务中

的法治意识等案例，构建“知识 + 价值”双元教学框架。

教师讲解信托产品时结合《信托法》契约精神，分析海外资

产配置时强调外汇政策合规意识。诚信、法治等元素融入现

金流计算、风险评估等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取财有道”的

财富观和“金融为民”职业观，契合“德技并修”要求。校

企共建“职业道德银行”评价体系，将客户隐私保护等职业

操守量化为信用积分，实现思政教育与岗位能力衔接。

2 课程思政与理财规划课程融合的理论基础

2.1 课程思政的内涵与政策导向
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知识传授全过程，

通过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实现价值引领。在《理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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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课程建设中，通过设计“家庭资产配置中的税收筹划”“理

财产品销售中的合规底线”等典型教学案例，运用角色扮演、

决策树分析等混合式教学方法，将资本市场改革、反洗钱法

规等政策元素有机嵌入投资组合理论教学，结合银保监会监

管案例库中的真实事件，引导学生理解职业操守与财富管理

的内在联系，形成专业素养与价值塑造的协同效应。

2.2 高职《理财规划》课程的育人特点
高职学生思维活跃、实践导向强，但金融风险防范意

识较弱。课程内容涵盖家庭财务分析、投资工具选择、金融

机构监管等模块，天然具备与诚信交易、风险合规、家国情

怀等思政主题结合的切入点。例如，在“个人税收筹划”中

通过剖析真实案例，强调合法节税与偷税漏税的法律边界，

借助情景模拟训练强化法治意识；在“投资工具实务”模块

嵌入 P2P 暴雷、非法集资等警示案例，引导学生识别金融

诈骗套路；在“家庭资产负债表编制”环节融入诚实信用原

则教育，结合助学贷款违约案例探讨契约精神；通过解读国

家普惠金融政策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深化学生对金

融安全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关系的认知，培育金融从业者的

职业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

3 思政元素融入《理财规划》教学的实践路径

3.1 教学目标重构：价值导向的体系化建构
在既有技能目标体系（如“家庭理财方案制定能力”）

基础上，构建包含思政维度的三层目标架构：

①知识维度：系统掌握理财工具的风险收益特征及其

数理模型，包括但不限于股票、债券、基金等标准化产品的

定价逻辑，以及 CAPM 模型、Black-Scholes 模型等量化分

析工具的操作原理。

②能力维度：形成覆盖方案设计、执行监控、效果评

估全流程的合规性审查框架，培养基于 SWOT-PESTEL 整

合模型的道德决策矩阵分析能力，重点强化法律边界识别与

伦理困境处置的双重实践素养。

③价值维度：确立“义利统一”的财富伦理观，深入

理解《礼记·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经典论断，

通过案例研讨培育学生规避投机主义、抵制非法集资的行为

自觉，塑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责任投资意识。

3.2 教学内容设计：思政要素的模块化整合
通过思政元素与理财知识的契合，通过生活化场景融

入，提升德育实效性。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职理财规划课程思政元素深化映射表

课程模块 思政元素 融入方式 价值目标

认识个人理财规划
国家富强 通过国家经济发展案例解析，掌握个人理财与国家战略的协同关系 增强国家经济安全观

社会和谐 通过社区理财互助案例研讨，了解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培育共享发展理念

个人理财理论与计算基础
科学精神 通过数学模型构建实训，掌握理财计算原理 培养系统思维能力

实践创新 通过金融科技应用案例模拟，了解数字化理财工具 激发技术创新意识

个人财务状况分析
诚信建设 通过征信报告解读实训，掌握信用评估规范 强化信用法治观念

法治意识 通过财务造假案例解析，了解相关法律责任 树立合规操作意识

现金规划
理性消费 通过月光族案例研讨，掌握收支平衡方法 培养适度消费习惯

艰苦奋斗 通过储蓄计划制定实训，了解资金积累策略 传承勤俭节约美德

住房规划
民生保障 通过共有产权房政策案例解析，掌握住房保障体系 增强政策理解能力

绿色发展 通过绿色建筑贷款案例研讨，了解可持续居住理念 培育生态责任意识

风险管理与保险规划
社会和谐 通过大病保险案例解析，掌握社会保障补充机制 强化风险共担意识

互助精神 通过相互保险模式实训，了解风险共担原理 培养社会协作精神

投资规划
法治经济 通过非法集资案例解析，掌握合法投资渠道识别 强化合规投资理念

创新驱动 通过科创板投资案例研讨，了解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培育国家战略认同

个人税收筹划
依法治国 通过个税 APP 操作实训，掌握纳税申报流程 增强公民责任意识

公平正义 通过个税改革案例解析，了解税收调节功能 理解社会公平机制

教育规划
人才强国 通过教育金测算实训，掌握人力资本投资方法 树立教育兴国理念

文化传承 通过传统教育理念案例研讨，了解中华教育智慧 增强文化自信根基

退休养老规划
社会保障 通过养老账户测算实训，掌握三支柱养老体系 深化制度认同意识

孝亲敬老 通过社区养老案例解析，了解传统美德现代传承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
家庭文明 通过继承法案例研讨，掌握合法传承程序 构建和谐家庭关系

公益慈善 通过慈善信托案例解析，了解财富社会价值 培育财富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