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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合到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是教育界的研究重点方向之一。在此过程中须将用

人单位需求纳入考虑范畴。本文以金融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以金融学专业课

程体系为切入点，探索如何进行专业课与思政课程的融合。根据金融机构对人才的实际需求，通过重构

金融学专业原有课程体系，梳理课程群，并以此为依据，获得专业知识点。然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

点，形成“应用专业思政模块”知识点，最终构建完整的金融学“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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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one of the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In this process, 
the needs of employe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ased on the demand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Applied Talents in fin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mand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 talents, by 
reconstructing the original curriculum system of finance major, combing the curriculum group, 
and on this basis, to obta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oints. Then, combined with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applied professional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ule” are formed, and finally a 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of “applied + 
professional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f finance is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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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据此，课程思政对金融

学专业课程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立足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自身特点，结合金融机构人才素质需

求特性，深挖金融学专业课程的思政理论资源，与专业课程形成协同效应，将各项思政理论贯穿到教学

全过程。高校必须在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加强教师及学生的思想意识培养，通过互通互联机

制，促进专业课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形成高校金融学“行业应用 + 专业课 + 思政教育”的教育合力

局面，这对金融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金融人才供求现状 

2.1. 金融机构人才需求现状 

金融领域目前需要的人才类型，主要集中在既懂金融基本知识又懂互联网中后台技术的复合型、应

用型人才，同时也需要兼具分析意识和法治思维、非职业能力强及业务素质高的专业性人才，以及有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型人才[1]。近几年我国金融人才流动的明显特征之一是：人才从国有金融机构

流向外资金融机构和中资非国有金融机构[1]，这一现象为国内金融机构带来了大量的新技术、新运作方

式，同时也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了竞争与冲击，还对国内金融人才应具备的思想理念提出新的要求。金

融机构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除需要为客户提供各种不同类型、吸引眼球的新型产品，更需要为客户提供

各项极致服务，这不仅要求金融机构职员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还需要有服务理念和意识，而这又恰恰

是现有员工最薄弱的地方[2]。这一切，需要学生获得专业课程以外的、具有相关性的思政教育，最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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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面提高学生个人综合素养的培养。 

2.2. 金融学专业学生现状 

目前，国内高校对金融人才制定的培养目标主要集中在创新型、应用技能型和复合型金融人才三个

方面[3]，但实际上，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对各类金融实践内容不够了解，并不清楚金融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自身需要哪些技能去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学生更希望通过在校对专业课程的学习，通过专业课教师的

专业知识和行业背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4]，帮助学生对相关金融机构有更深层的了解，对各种

金融工作流程，甚至交际礼仪等方面能有更好的掌握，以期了解行业、认识自我以及展望未来。 
综上可知，如果要让学生毕业后能更好的在金融机构中实现角色快速适应，必须从源头进行改变，

实现“在校大学生→职场员工”的无缝转变，要求学生在校期间，不仅需要对专业知识有系统的学习，

还需要对行业规则、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以及金融思想理念、政治立场等有整体的认知，而学生在校期

间的这一系列认知除了教师的专业知识指导外，更重要的来源在于思政教育。 

3. 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现状 

目前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缺少对金融学专业课程的梳理，缺乏与思政教育相互分工、相互

协作的协调机制，协同育人的理念被层层弱化，甚至出现层间断裂[5]。 

3.1. 金融学专业课程内在联系梳理较少 

本科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一般按照专业方向进行设置[3]，而实际上，各年级课程间逻辑性

强，较难独立分割出来进行单独授课。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金融学专业课教师之间的沟通不足，对每

门专业课程之间内容的内在联系少有梳理，这极易出现各门课程知识点的重复教学，导致授课过程中不

能很好的将本专业课程间的内容进行融会贯通，学生不能很好理解本门课程的前世今生，做不到对专业

知识承前启后，同时对不同课程中有重合的内容难以准确把握重点和梳理知识点，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

容易对不同课程内容的侧重点理解不清，从而造成知识的重复疲劳学习等问题，容易让学生产生困惑甚

至厌学情绪。如《金融市场学》与《金融工程》、《期货原理》之间，《证券投资学》与《金融工程》、

《投资组合管理》之间均存在重合知识点，各任课教师如课前没有沟通到位，极易出现知识点的重复讲解。 

3.2. 专业应用和思政教育知识的结合较弱 

专业课和思政教育的结合点如何在教学中发挥最大效用一直是研究重点[6]。金融学专业课程知识点

众多，能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知识点也很多，但是，更多是从单门课程的角度，进行专业与思政教育结

合点的提炼，并没有针对专业课程整体进行系统整理归纳[7]。一般高校对单纯构建某一专业课程的思政

体系有较多研究，或是单独对课程思政系统架构的建立研究较多[8]，而将某一专业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

进行体系研究的较少[5]，对将金融机构需求再考虑进来进行研究的则几乎不可见。金融学专业由于其专

业特殊性，如单纯只考虑某一课程与思政教育结合，忽视课程群内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在教学过程中

导致各教师教学内容完全割裂，容易引起教学内容重复、学生出现重复知识疲劳学习等问题。如《证券

投资学》与《金融工程》课程中，都有针对相关金融产品运用过程中的法律约束，及国内外投资者认知

的比较等，如不对这些专业和思政教育知识点进行整理结合，将不能使思政教育在专业学习中发挥最大

功效，并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综上可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迫切需要在金融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加入课程思政内容，对整

个课程体系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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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体系框架的搭建 

金融学专业要建立新型的符合金融机构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就必须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及

各类主体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考虑，加入思政元素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调整，最终形成“应用 + 专业 + 思
政”课程体系。 

4.1. 各主体协同合作 

通过对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学生及金融机构等各主体进行梳理，找出各主体的需求

及基本工作职能，理出各主体间关系，为划分课程群做好准备，具体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ain body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1. 主体关系图 

4.2. 重构专业课程群 

在原有金融学专业教学大纲基础上，根据金融学专业课程脉络，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实际需求，对

金融学所有专业课内容进行梳理，理出各课程间内在联系，使各学期的金融学专业课程形成内在逻辑关

系，划分课程群。一般来说，金融学专业课程脉络如图 2 所示。这样的框架形式，没有很好体现课程之

间的相似性，容易对“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的结合带来困扰。 
 

 
Figure 2. Venation of general finance major 
图 2. 一般金融学专业课程脉络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3112


谭华 等 
 

 

DOI: 10.12677/ae.2021.113112 720 教育进展 
 

通过课程群的建立，能较好的解决课程之间的相似性问题，为“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内容的

结合带来便利。目前对课程群的划分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Division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group 
图 3. 金融学专业课程群划分 

4.3. 寻找“应用专业思政模块”知识点 

金融学专业课教师集中讨论，对课程群中的每一门专业课程进行细致分析，将学生四年大学学习要

涉及的各类课程进行整理，梳理出相关知识点并进行分析，将课程中的专业知识与可能相关的金融行业

内容进行一一对应，并与现实中可能遇到的金融问题进行对应，然后找出专业课中出现的、可结合思政

教育的专业知识要点，与思政教育元素衔接，使学生充分意识到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学习之间的联系性，

同时利用课堂传授专业知识的机会，加入思政教育内容。专业课教师根据学生实践需求和金融行业员工

从业实际需求，与思政教师进行讨论，将专业课知识与金融机构实际应用及思政教育元素进行衔接，形

成“应用专业思政模块”知识点。不同专业课教师在不同学期、不同课程的教授过程中，找出每门课程

中的思政教育重点节点，形成一条贯穿学生四年、涉及不同学科的“专业思想链”，进而建立系统的“应

用 + 专业 + 思政”体系。 
1) 在《金融学》教学过程中，需帮助学生对整个金融知识进行梳理，对金融的整个构架要有掌握，

整理金融脉络，如每章可能对应后续哪些课程及可能在哪些工作中会遇到等。 
2)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中涉及整个商业银行的运作及各类注意事项，可结合银行具体业务流

程进行讲授，并针对各业务流程衍生出银行类金融机构将涉及到的课程子体系，同时教师针对本课程内

容中涉及到的银行职业道德、职员操守等内容，与思政内容进行结合，对学生进行岗前思想与实践相结

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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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工程》中针对已学习的原生金融产品进行复习，拓展出各类衍生金融产品，并结合衍生产

品所在市场具体实情进行分析，掌握行业规则，操作细则及行情分析，同时可以结合市场的实际情况进

行爱国教育。同时，与《期货原理》等课程进行比较分析，找出相似的教学点，与学生进行课程间横向

比较。 
4) 以投资类课程群为例，通过证券等行业的实际操作，找出相关国际规则，探讨这些内容在哪些课

程中具有适用性，在这些课程中将涉及哪些金融产品，如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它们在国内外的具体差异，

的专业思政模块知识点示例，具体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Example of knowledge points of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ule of investment curriculum group 
图 4. 投资类课程群专业思政模块知识点示例 

4.4. 构建金融学“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体系 

根据各主体间的需求和基本职能，结合前期梳理的金融学专业课程群以及各类专业课与思政教育相

关联的知识点，形成“专业思政模块”知识点，进而串联成学生四年的、涉及不同学科的“专业思想链”，

最终建立系统的“应用 + 专业课 + 思政”课程体系，最终的总体框架图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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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Overall framework of “application + major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ystem of Finance 
图 5. 金融学“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体系总体框架图 

5. 下一步工作思路 

实际教学过程中，可进一步巩固“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学习机制。教师可充分利用课堂教学

及各类网络平台，为学生开设“中国金融故事”专栏，举办“中国金融故事”实践学习活动，加强金融

学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通过平台强化实践认知，加深对国内外金融实际案例和行业规则的认知。教师

可根据“应用 + 专业 + 思政”课程体系中的各节点，按课程群进行分类，将各类案例加入“中国金融

故事”实际案例展示平台，供各年级学生共享学习，使专业模块知识的学习更符合中国实际国情，使学

生能学到更多符合实际的理论知识。同时，让学生通过以实际案例的形式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增强国家荣誉感与责任感，从而最终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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