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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课程思政创新教案（2 课时）

一、课程简介

《金融学》课程思政从金融伦理切入，引入中国哲学思想并与课程内容

有机融合，依据授课内容，启发学生了解世界金融格局、金融制度发展历

程，从而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完成从“悲情爱国”到“自信

爱国”的转变。本课程强调金融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并通过课堂教学，从

“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建设”“态度养成”四个维度实现学生

知识、思维、能力的有机统一。

二、课程内容

课时 1

教学

内容

教学主题：信用

教学重点：信用的含义、信用的类别

教学难点：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优缺点

教学

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信用的类别及特点，了解信用风险的主要成因

2.能力目标 能够利用不同信用类别的特点进行信用方式的选择

3.思政目标 理解金融伦理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诚信为本

思政教

学重点

与难点

重点 金融经济活动中，伦理道德、诚实守信与的重要性

难点 金融伦理如何在金融活动中体现

课堂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

组织

基本教

学内容

课程思政教学
学生活动

教学

目标
时长

（融入、元素、内容、案例）

知识

回顾

货币

职能

货币的支付职能基于买卖双方

的诚信

教师提问

学生回答
目标 1 5 分钟

内容

导入

信用

含义

中国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经营的

诚信之道，信用为金融之根本

教师讲解

学生讨论

目标 1

目标 3
15 分钟

教学

内容

信用

类型

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三角债”问

题；银行信用如何克服商业信用

的局限性；国家信用如何刺激经

案例分析

教师讲授

学生讨论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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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华尔街系列金融危机引

出金融伦理

教学

小结

目标是

否达成

通过学习是否已经知晓金融伦

理、并能理解国家信用的作用
教师总结

目标 2

目标 3
8 分钟

课后

作业

学生搜索一则金融新闻，结合课程教学内容，从金融伦理道德以及

国家信用的作用进行分析并总结，下次课汇报。
2分钟

课时 2

教学

内容

教学主题：金融机构体系

教学重点：金融机构的定义，中国金融机构的构成

教学难点：金融机构的性质以及我国的金融机构的特点

教学

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金融机构的构成要素及类别

2.能力目标 能够区别不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能比对中国西金融体系

3.思政目标 通过金融机构改革成功，树立民族自信、制度自信

思政教

学重点

与难点

重点 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与金融体制改革

难点 如何通过金融制度改革成效树立制度自信

课堂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

组织

基本教

学内容

课程思政教学
学生活动

教学

目标
时长

（融入、元素、内容、案例）

知识

回顾

金融

市场

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与繁荣

线上答题

学生回答
目标 1 5 分钟

内容

导入

中国工

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连续十年排名世

界第一，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成功

案例分析

教师讲解

目标 1

目标 3
10 分钟

教学

内容

中国金

融机构

体系的

构成

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经济发

展的支持，货币政策对中国民生

问题的解决。中国金融机构对农

村经济发展的支持

案例分析

学生讨论

教师总结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20 分钟

教学

小结

目标是

否达成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中国制度自信的确立
教师总结 目标 3 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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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

作业

通过 1个课时的学习，通过文献资料阅读，了解中国金融体系发展

历程，并从中找出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排名世界前列的原因。
2分钟

三、案例介绍

（一）案例简介

诚信与金融行为：中国古代有商鞅立木、曾子杀猪等经典人物故事；

明清儒商晋商徽商扬名天下，诚信是其经营发展之道。社会角度的讲信用，

和经济角度的讲信用都是同一个道理：交易的前提就是诚信为本，信用是

金融的根本。

制度自信：改革开放的 40 年间，我国进行了商业化改革和股改上市，

银行业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

推出的一系列旨在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为银行业发展创

造了新的历史机遇。面对机遇，我国商业银行深层次调结构、改机制、增

动力，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

行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原则，加快

转轨步伐。2003 年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完

成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新的跃升和发展。2013

年至今，中国工商银行位居世界商业银行榜首，中国四大商业银行连续五

年位居世界前四。

金融伦理道德：广义的金融伦理是指金融活动参与各方在金融交易中应

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金融活动所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金融机

构、从业人员、社区、政府、参与者等在金融交易与金融活动中所涉及的

伦理关系、伦理意识、伦理准则和伦理活动的总和就是广义的金融伦理，

是调节和规范金融活动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狭义的金融伦理指的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以及金融市场必须遵循

的道德规范与行为方式，是作为主体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金融

从业人员和金融市场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或者说是金融服务

的供给方所体现出来的善恶行为与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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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指市场交易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其中一方因不能了解或监督另一方的行为；或者了解或监督的成本过高时，

一方行为的变动导致另一方利益受损。

（二）案例点评

适用范围：以上案例主要适用于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课程。

其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对金融市场中信息流通、诚信道德对于交易、活

动的影响有更清晰、准确和透彻地理解，引导学生对信息不确定产生的影

响、特征有基本认识，同时加深对于伦理道德的认识。

思政元素：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

结构从劣到优、整体对外参与由单一迈向多元的改变。通过改革开放 40 多

年成绩展示，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幸福感。

其次，通过金融机构改革，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说明政府如何

通过改革与创新推动来引领金融机构走向世界助力中国经济发展。课堂中

利用文字、图片等内容，展示课堂教学的内容，增强学生对文化、制度的

认同。

相关教学经验：课程思政需与政治、政策对经济、金融现象影响紧密联

系，充分将专业知识与实践结合，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会发散性思

维。

其次，在从课程知识过渡到思政元素的过程中，通过案例讨论，引导学

生思考政策效应、因果关系从而对市场经济中道德风险特征有深刻的了解。

课堂上，通过案例讲解以及衍生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发表自己的言论。通

过课堂上对国内政策如何助力金融发展，学生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有更

深的感悟；扎实了课本知识，还深入了解了思政时事，扩充了学生的知识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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