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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金融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浅析
杨　雾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金融基础》这门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金融事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该门课程主要介绍货币、资金融通、金融机构和

市场，以及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等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通过学习这些专业知识，学生能理解相关经济现象，分析实际的金融问题，

为学习其他金融专业课程打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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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动已经日益广泛地

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百姓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金融也是经济的血液，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了解金融基

础知识，就可以享受到更加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寻找更加合

理的投资渠道，有利于更好的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基础》这门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金融事务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程之一，该门课程主要介绍货币、资金融通、金融机构和

市场，以及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等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通

过学习这些专业知识，学生能理解相关经济现象，分析实际的金

融问题，为学习其他金融专业课程打下理论基础。

一、传统教学方式下，教与学出现的问题。

这门课程虽然为学生提供了基础的金融理论知识，但是这些

内容过于理论化，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学生学起来很枯燥、乏味。

1、课程的理论性太强，学生听不懂，不愿听。例如课本对《外

汇市场》这一章节内容的编排，就是单纯的从外汇市场的含义、

形式、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纯理论，无实例、无图片、无

数据，这样的教学内容，别说差生不愿意听，就是成绩好的学生

听了也会觉得太枯燥，毫无学习的兴趣与动力。

2、课程的实用性欠缺，与现实生活直接关联性不高，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不强。例如，在讲授《国际收支与储备》这一章节时，

由于主要讲授的是国际范围的宏观经济，理论性很强，实际应用

性不高，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以中职学生的水平，很难

理解和消化这些知识，因此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学生毫无学习的

兴趣。

3、《金融基础》这本教材中案例较少，教师需要花费很多时

间和精力去寻找相关的资料和案例，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体现

不出该门课程的实用性。例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这一章节时，

教材只是介绍了商业银行的产生、发展、性质、职能，以及业务

和管理方式等内容，这么多理论内容却没有列举一个例子。如果

教师照本宣科，那么下面的学生可能一早就睡着了。因此教师在

备课时必须要去查找很多关于商业银行运作的具体案例，以便在

上课时，根据相应的知识点，穿插进行讲解。再例如，讲解《利

息与利息率》这一章节时，教材中所列出的“人民币存、贷款基

准利率表”是 2011 年 7 月 7 日的，而随着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会不定期的对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调整。

像这些会随着国家经济政策变化而变化的数据，则要求教师时刻

留意着国家中央银行发布的任何一条信息，随时将央行出台的新

政策告知学生，并就这些政策变动进行分析、讲解。这无形中加

大了教师的工作量，也反映出教材更新的滞后性，从而无法体现《金

融基础》课程与时俱进、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学科价值。

4、新课改要求“学科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相结合”，即：通过

现有的课程使学生的潜能向现实的职业素质生成，贴近职场，服

务市场，提升学生的市场竞争力。而《金融基础》课程理论性太强，

无实用的专业技能，所以无法引起学校和学生的足够重视。

二、针对这种教学矛盾，教师在讲授《金融基础》这门课时

应对以往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进行补充和改进

具体方法如下：

（一）案例补充

针对课本理论性太强、案例不足的情况，教师应根据相应的

知识点，尽可能找适合的案例在课堂上分析、讲解。例如在讲授《信

用》这一内容时，笔者并没有按照书上的顺序，先讲信用的概念，

再讲信用的特征等等，而是通过一个案例引入，这个案例是这样

的：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去留学，为

了能取得学习费用，很多留学生不得不到日本餐厅去打工，主要

工作就是洗碗。按餐馆的要求，每个碗要求洗三遍，有一个中国

留学生开始工作还比较认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认为洗 1

遍或者 2 遍也不会被发现，于是他偷偷减少了洗碗的次数，这样，

他洗碗的速度明显加快。然而，在一次老板的抽查中，老板用特

定的试纸检查出这位同学洗碗并未达到规定的次数，老板质问他，

他却振振有词的说：“少洗一、两次有什么关系，又不会吃坏肚子。”

老板当即解雇了他。这位留学生不以为然，甩手而去，但他万万

没有想到，他在以后的求职中，面试官都因这个原因而拒绝聘用他，

宣布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最终，这个留学生由于经济困难不得

不辍学回家。讲完这个案例，我请学生发表感想，有的同学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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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个留学生只是因为私自将洗碗的次数减少，就丢了工作，

看来讲信用很重要呀！”有的同学说：“原来国外这么看重个人

信用。”通过这个案例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信任，以及信任的重

要性等等，之后再回过头来讲解信用的概念、特征等理论知识，

这样通过案例引出理论，实现了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的教学过程，

学生轻松掌握所学知识，教师也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二）知识模块补充

由于《金融基础》这本教材只是对某些金融知识做了初步阐

述，并没有深入解释或有拓展补充。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则通过

查找大量相关的材料，在课堂上以模块教学的形式，给学生进行

补充讲解。例如在讲到《商业银行》这一章节时，在讲解完书上

的相关内容之后，我单独用了两个课时，补充介绍了《我国五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这些内容，主要向学生讲解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这五大国有银行是如

何诞生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变故，最后是如何发

展成今天的样子的。例如中国银行，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国有银

行，它的前身是大清户部银行，成立于 1905 年。辛亥革命之后，

受当时政府的委托，其一部分职能变成了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

币，另一部分职能是商业银行，负责货币流通。中国银行在海外

的影响力较大，新中国成立时，它是中国唯一与外界联系的纽带。

在 2006 年之前，国际汇兑业务一直是中国银行独有的业务。再例

如，交通银行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银行，它的前身与中国银行类似，

也是成立于清末（1908 年），民国之后，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国

库收支与发行兑换国币业务。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的发行货

币、国库收支的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而商业银行业务则并入

了当时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现称中国建设银行）。至此，

交通银行停止营业。现在的交通银行是在 1987 年重新组建的，是

中国首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听完我讲解的这些补充内容，学生们意犹未尽，连平时上课

睡觉、开小差的学生都听得聚精会神，有些学生一边听还一边主

动记笔记。有些同学说：“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些，原来就在我

身边的银行都有这么多故事和这么长的历史！”有的同学说：“老

师，听了您的讲解真长见识！” 

除了补充《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这些知识

模块，我还补充了《国外各大银行》这一内容，主要向学生介绍

了花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银行。这些国际

银行与国内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历史更悠久，业务更全面、

更专业，其网点和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而且管理更加先进。例如

花旗银行，它成立于 1812 年，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并购，已

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也是一间在全球近一百五十个国家及

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大银行。而瑞士联合银行成立于 1912 年，

它在私人业务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其核心业务是资产管理、投

资担保、科学研究以及商业零售服务等，它将服务内容的革新、

全球的广泛发展与经济的稳定联系起来，实现优质的服务。 

对于世界银行的介绍，学生的兴趣是很浓厚的，因为这是他

们从未接触过，但又很好奇、很想去了解的知识，因此在讲解的

过程中，学生们时不时的会发出一些疑问，例如花旗银行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瑞士联合银行的标志是三把钥匙，这些银行

有没有到中国来开分行等等问题。由此可见，这些知识模块的补

充对于学生来说不但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而且还打开了他们的

求知欲。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效的、精彩的、成功的。

（三）视频资料补充

单靠知识模块补充教学依然是不能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因

此笔者还下载了相关视频来对教学进行补充。例如《货币》视频，

它是专门介绍与货币相关的金融知识的视频，它共有十集，每一

集都有一个主题，例如第一集叫做《有价星球》 ，主要介绍“价

值”这一概念。此外，还有专门介绍“黄金价值”“银行发展”“通

货膨胀”等等金融知识的视频。这些视频里，既有图文解说，又

有专家点评；既有丰富的案例讲解，又有深入的理论解析，总之，

让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使教学不再那么单一，能够向多元

化方向发展。看完每一集视频，我都会根据本集视频的内容提若

干问题让学生来回答，以此来了解他们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

例如在他们看完《通胀之殇》这一集后，我问学生：“我们身边

有哪些通货膨胀现象出现呢？”有个同学回答说：“饭堂的肉菜

由原来的 3 元，涨到 3.5 元，再涨到 3.8 元，这符合通货膨胀的物

价上涨，货币贬值规律。”另一个同学说：“以前我爸每周给我

200 元生活费，我除了吃饭，还可以买些零食，可现在只够吃饭了！

这也是因为通胀，使人民币购买力下降了！”听到他们的回答，

我感到很欣慰，因为他们已经学会用金融知识来分析、解释生活

中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了！能够让学生学以致用，是教学最大的

成功。

综上所述，对于《金融基础》这门课程的教学，不能仅仅局

限于课本上的内容，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情况，结合社会发展等实

际情况，补充相关的金融知识和案例，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金融

知识来分析当下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从而培养他们理解、分析

问题的能力，为他们学习其他金融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他们

之后进入社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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