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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学是一门知识综合性较强的学科,课程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但是理论性较强。当前在

金融学课程的教学中,也存在着部分教学内容脱离实践,忽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并且传统的教学方式

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在金融学的教学中,首先应该将教学的内容厘清,然后去改进和提高传统的教学方

式和手段,授课时既要考虑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也要考虑如何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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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e is a subject with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Though the course cont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real life, it is highly theoretical. At present, in the teaching of finance, some teaching contents are divorced from 

practice and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lso hav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teaching of finance, we should first clarify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n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When teaching,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impar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tudents, but also consider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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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融学是研究范畴的课程,所研究

的范畴包括货币、汇率、信用等。金融

学所研究的这些范畴在经济生活中极端

重要,学习金融学可以为深入学习经济

类各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金融

学不仅是金融学专业教育中统率性的基

础理论课,而且也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

学专业教育的核心课程。因此,通过分析

当前金融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采用恰当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培养

学生对学习金融学课程的兴趣,锻炼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培

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综合能力的金融

专业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金融学的课程特色 

金融学作为高校“金融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专业基础理论必

修课,在整个金融学科的课程体系中居

于主干地位,课程的内容主要偏向于宏

观经济和金融领域。整个课程内容的设

置基本是围绕货币、信用、金融市场及

交易、金融机构及业务、金融总量与均

衡、金融发展等所有金融活动展开的,

课程内容的综合性较强。金融学作为高

校金融学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具

有其自身的特点[1]。 

第一,《金融学》的课程知识综合性

强。金融学主要内容就是以货币、信用、

汇率、利率和金融工具为基本要素,以金

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运作载体,以金融

总量与结构均衡为目标,以金融价格为

杠杆,以宏观调控与监督为保障,在为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稳

健发展,通过学习金融学课程,可以使得

学生更好的掌握、理解乃至运用金融学

范畴,来研究并解决我国现实中的诸多

经济和金融问题。第二,《金融学》的课

程内容和现实的联系密切。在现代经济

生活中,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经济单

位,每天都要和金融去打交道,比如我们

的所有的商品都需要用货币来计价支

付；各个部门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通过

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才能完成；政府政

策和调控,也都需要借助货币手段,货币

金融手段才能够实现目的[2]。 

2 当前金融学教学过程中的存

在的问题  

根据以往对金融学课程教学实践的

总结,发现在金融学教学中存在一些问

题,总结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从课程内容的设置来看,有些

内容过于偏重理论。金融学是一门理论

性非常强、也非常抽象的一门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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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理论性较强的部

分,可能感觉晦涩难懂。第二,金融学课

程与其他经济类专业课程的交叉程度较

高,内容层次不够鲜明。其他经济类专业

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学、保险

学、等都和金融学的理论有密切的关联

性。金融学与这些课程有很多知识点也

存在重复。学生在学习金融学时,对于有

些章节的内容并不陌生。如何激发学生

学习这门课的兴趣,是任课教师要考虑

的。第三,由于金融学课程理论性较强,

在教学过程中可能不经意就忽视去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而高校培养的金融专

业本科生,大都属于应用型人才,若是学

生的实践能力不足,就会导致缺乏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任课过

程中,除了将理论知识讲透之外,如何将

理论与国内经济金融的实际结合起来,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是非常重要的。第

四,传统的教学方式存在不足。采用传统

的授课方式教授金融学,就是任课教师

满堂灌的教学。采用这种教学方式,使得

教师在有限的授课时间里,将金融学课

程的主体内容进行了相对完整的讲授,

但很显然这种教学方式也存在较为明显

的缺陷：一是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接

受知识的状态。容易产生倦怠的情绪。

二是这种教学方式的目的在于给学生传

授知识,重理轻实践,不利于师生互动,

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3]。 

3 改进金融学课程教学的内容

与方法 

在金融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出现的

种种问题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可以从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着手进

行改进。 

3.1关于教学内容的改进  

在这里任课教师应该做好这二点要

求：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 基本的原理,来

分析和研究金融问题；二是任课教师需

要立足中国实际,努力反映经济体制改

革、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和理论研

究成果,运用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实事求

是地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理

论和实践问题,引导同学掌握观察分析

国内外重大金融问题的能力[4]。 

3.2教学方法改进的具体措施 

针对金融学课程教学的方式方法存

在的问题,目前可以采用多元化的 教学

方式和手段来进行改进和提高。第一,

在金融学课程教学中推行参与式教学。

也就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计划提

前布置相关的研究专题,让学生分组搜

集资料、制作课件、课堂上分组讨论,

后由任课教师进行点评和协助,以此

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辨析能力。第

二,在教学中增加研究式的教学环节,以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

如针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让学

生进行相关文献的梳理,进而让学生自

己归纳出货币政策传导的模式。通过这

样的方式,既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又锻

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第三,增加灵活多

变的教学模式,即案例教学。在案例教学

中,选择适当的热点并且贴近生活的案

例来进行教学是金融学案例教学成功的

关键。由于课堂上的教学时间有限,所以

要精选用于教学的案例。例如校园卡走

进大学校园是喜是忧？“老鼠仓”的作

案手法所体现出来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是

什么？等案例资料。并组织学生对案例

分组讨论,讨论结束时,由任课教师进行

总结和汇总,以达到案例教学的深度和

启发性。第四,在教学中引入微课形式的

教学方式。微课是对某一类知识点在较

短时间内的重点和难点的分析。授课教

师通过引入微课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在

较短时间内突出某个知识点,启发学生

自己去学习和分析。任课教师可以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视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

接受程度、学生注意力集中程度等,随时

插入微课形式,来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此

外,还可采用布置任务等形式,要求学生

在课余时间,通过学校的图书馆、网络如

中国大学慕课等资源,搜集和课程学习

相关的资料,加深对课堂学习内容的理

解和掌握[5]。 

4 结语 

金融学作为高校“金融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专业基础理论必

修课,在整个金融学科的课程体系中居

于主干地位,本着“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在金融

学的教学过程中如何不断的改进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是

金融学教师要直面的必答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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