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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与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育发展重点,

也是满足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业对人才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以淮南师范学院金融工程专业的金融工程

学课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教学过程,发现当前金融工程学课程教学存在实验教学不足、“填鸭式”教

学、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案例西方化、缺少课程思政元素、考核评价形式单一等问题。因此,金融工程

学可以从构建“四位一体”教学模式、创新实验教学方式与内容、设置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方式、融

入课程思政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旨在优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更好的服务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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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industry,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is the focu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it is also the realistic need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financial industry for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aking the financial engineering course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major in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course, such as insufficient experimental 

teaching, "spoon-feeding" teaching, single teaching mode, westernized teaching cases,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single evaluation form and so on. Therefore, financial engineering can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quaternity" teaching mode, innovat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s, setting up diversified curriculum assessment methods, and integrating into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iming at optimizing teaching,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better serving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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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这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80

年代,目前我国金融工程专业正处于发

展阶段。金融工程是一个涉及金融理论、

工程方法、数学工具和计算机编程实践

的交叉学科,它同样也是数学金融和计

算金融在金融实践中的应用。在金融科

技背景下,对金融工程专业人才需求不

仅体现在数量上提升,同时在质量上要

求也更高,从业者必须对金融产品和市

场、基本金融理论、数学工具、风险管

理及软件工程有深入了解。应用型本科

院校应对金融工程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进行改革与创新,

以培养出适应金融科技背景下社会需

要的复合型金融人才,进而提高学生就

业竞争力。本文以淮南师范学院金融工

程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分析现有金融

工程学课程授课存在的问题,旨在提出适

合淮南师范学院本科生的教学改革方案。 

1 目前教学现状及问题 

本文以淮南师范学院金融与数学学

院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总结金融工程专

业学生学习现状,分析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为之后金融工程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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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研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金融工

程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理论教学比重过大,实验教学环

节不足 

金融工程学涉及很多金融衍生产品

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

投资组合动态管理、量化金融等方面内

容,这些课程往往与现实中金融行业业

务联系密切,但这些课程教学重点被放

到了理论讲解与公式推导上,关于应用

仅仅停留在“讲”上,学生并没有真正掌

握如何“用”。 

1.2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学

生兴趣低下 

教师采用传统的PPT展示及讲授的形

式进行理论知识、公式推导的讲解,课堂

仍以教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

体的存在,学生被动听课,课堂气氛沉闷,

难以产生良好的教学成果。在数字化时

代,学生单纯通过教师讲解接收内容的

学习效果较差,学生课下自学动力下降,

主观能动性不强,复习效果减弱。 

1.3教学模式单一,以线下课堂教学

为主 

复习旧知识、导入新课、讲解新知

识、联系巩固、布置作业的五步式线下

教学仍然是主要的教学模式,学生获取

知识渠道过于单一,不利于学生的持续

学习。金融工程学课程内容较多,难度

较大,对学生数理基础要求较高,各章

之间的知识点联系比较密切,一环扣一

环,单纯靠线下课堂讲授难以使学生深

刻理解。 

1.4教学案例未能与时俱进,未能将

课程思政融入教学中 

教师使用的教学案例存在两个突出

问题：一是教学案例西方化,二是教学案

例中缺少课程思政元素。由于我国开设

金融工程学课程的时间较晚,教材中的

很多案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结合

我国国情的案例较少,且多数西方发达

国家的案例也过于陈旧。 

1.5考核形式单一,不注重过程考核 

传统的考核方式为30%平时成绩

+30%实验课成绩+60%理论课成绩,其中

平时成绩由出勤、作业和课堂表现构成,

实验课成绩由实验报告和出勤构成,课

程成绩评价中期末考试比重过大,过程

考核内容较少,层次性较差。这样容易导

致学生过于重视期末考试,过于追求应

试目标,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2 金融工程学教学改革方案 

2.1构建“四位一体”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模式 

采用“OBE教学理念+PBL案例教学+

翻转课堂+网络教学”四位一体教学模式,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提高学生创新思考

能力。构建基于OBE理念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确定金融工程专业总体学习目

标,对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打破以教师

讲授为主的传统理论教学模式,以学生

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反转课堂利用丰

富的信息化资源,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

教学平台如学习通、雨课堂等,进行课程

资源建设,设置不同模块,如讨论区、作

业、教学大纲及课件、测试等。 

2.2提高实验教学比重,创新实验教

学内容 

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实现金融

工程理论、数理基础、计算机能力的有

机结合,培养出适应金融科技背景下的

复合型人才,必须要注重实验教学在金

融工程课程中的地位,增加实验教学课

时,更新实验教学内容。例如,目前的金

融工程实验课部分使用的是Excel,应使

用多数量化岗位要求掌握的高级编程语

言如Python等,未来可引入AR、VR等虚拟

现实技术搭建虚拟金融实验平台,在实

验教学中设置不同模块,如智能投顾、量

化风控、数值计算、仿真模拟、数据挖

掘、交易策略等,以教师讲解演练为辅,

以学生独立操作为主,给学生充足的实

验时间。 

2.3加强课程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第一目标,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应将课程思政充分融入到

教学任务当中,设计不同的思政元素,提

高学生职业道德,提升品德修养,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所谓融

入课程思政,就是知识讲解的过程中,融

入一些价值观引领及意识形态的内容,

将经济热点引入课堂,生动展现政治与

经济的相关作用。 

2.4基于OBE理念下的多元化考核方式 

根据OBE大纲中的课程目标权重,设

置多元化考核方式,强化过程考核,提高

过程考核比重,避免“一刀切”,构建一

个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评价体系有利

于提升教学效果。例如,理论课平时考核

成绩可改成课前课后课程视频学习+作

业+线上平台讨论与线下课堂讨论+小组

案例分析汇报+撰写分析报告等,实验课

平时考核成绩可改成实验报告+分组模

拟实验竞赛+小组情景实验分析+学科竞

赛等。 

2.5教师要及时“充电”,教学科研

相结合 

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产品、金融工

具日新月异,金融工程学本身就是一门

对创新要求较高的课程,教师应经常浏

览金融工程学相关的国内外 新文献,

及时了解金融工程的前沿动态、发展趋

势等,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储备。教学过程

中使用的案例、实例等不能一成不变,

应结合金融行业的发展进行更新。 

3 总结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科

技成为赋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能

源”,在金融科技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金融工程学课程对教师与学生提出新

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此传统的

教、学、考模式很难适应时代的新要求,

金融工程学课程教学需要推陈出新,革

故鼎新。 

金融工程学课程教学改革目的是促

进师生共同参与,提高学生实操能力,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养,拓

宽学生眼界,以适应金融科技背景下金

融业对人才的要求。“四位一体”线上线

下混合教学模式、思政教育、多元化的

考核方式、综合性的课程评价、结合立

体式的实验教学有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

率,提升学生课堂参与率,增强学生学习

兴趣。通过教学改革,希望应用型本科院

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出

“实基础、适口径、重应用、强素质”

的应用型金融人才,更好的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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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数据库简介： 
CNKI介绍 

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识生

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进

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

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

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

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创

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