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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政元素在金融类课程中的有效渗透
刘晓蕾　徐　迎

（枣庄学院，山东 枣庄 277000）

摘要：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逐步深化，思政教育在金融类课程中的渗透越来越深入，有效拓展了金融类课程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诚

实守信、遵纪守法、热爱祖国等美德，提高金融人才培养质量。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政元素在金融类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剖

析了当前思政元素在金融类课程中的渗透现状，提出短视频创设思政教育情境、借助金融行业时政新闻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

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以期促进思政元素在金融类课程中的渗透，提高金融类课程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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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成为

金融行业发展热点，促进了金融产业发展，但是无形中加大了金

融风险、金融伦理和信息披露风险，对金融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

要求。基于此，高校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推进金融类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督促金融类专业教师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促进金融知识和思政教育的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渗透诚实

守信、法治教育、科学精神、政治认同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

生道德素养，进而提高高校金融人才培养质量。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政元素在金融类课程教学中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人才培养质量

人工智能赋能金融类课程思政建设，帮助教师挖掘教材中蕴

含的思政元素，创设多元化思政教育情境，从而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加深他们对金融行业法律法规、金融风险和绿色金融等的理解，

增强他们社会责任感、爱国情怀，有利于提高金融人才培养质量。

同时，思政元素融入金融类课程教学有利于参照金融机构人才招

聘标准开展教学，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让他们达到企业

用人标准，培养德才兼备的金融人才。

（二）有利于提高金融类专业教学质量

金融类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奠

定了良好基础，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思政教育的融合，让学生在

学习金融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既可以帮助他们掌

握金融知识，又可以提高他们道德素养，从而提高金融类专业教

学质量。此外，金融专业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学

生利用金融学知识分析经济现象、金融产业发展趋势，提高他们

辩证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提高金融专业教学水平。

（三）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也是提高学

生道德素养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思政元素融入金融

类课程教学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必然要求，督促教师渗透法治教育、

诚实守信、劳动精神、爱岗敬业等教育，让思政教育潜移默化中

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和理财观，提高

他们财经素养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从而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思政元素融入金融类课程教学现状

（一）思政元素与金融知识融合比较生硬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稳步推进，金融类专业教师越来越重视

思政教育，但是没有把握好思政元素和金融学知识之间的关系，

导致二者融合比较生硬，影响了课程思政效果。部分教师在教学

中更重视金融专业技能讲解与培训，思政教育只是一带而过，忽

略了培养学生家国情怀、诚实守信和工匠精神等美德，影响了思

政元素和金融学知识的深度融合，让金融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和育

人质量大打折扣。

（二）思政渗透方式比较单一

很多金融类专业教师忽略了利用人工智能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局限于口头说教，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

质量。例如部分教师忽略了利用互联网搜集金融行业法律法规、

典型案例等思政元素，导致金融类课程思政元素单一，不利于学

生职业道德素养发展，影响了思政育人质量。部分教师忽略了利

用抖音、B 站短视频创设思政教育情境，对金融类课程思政元素

的讲解流于形式，影响了思政元素和金融学知识的融合。

（三）思政教育案例设计有待优化

思政教育案例是推进金融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也是帮

助学生理解思政元素的载体。但是目前高校金融类专业教师对各

门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以金融行业法律法规、从业道德

规范为主，忽略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等元素，

影响了思政教育案例设计质量。部分教师则是忽略了利用互联网

搜集金融行业思政元素，影响了课内外思政元素衔接，导致金融

类课程思政教学和育人效果差强人意。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政元素在金融类课程中的有效渗透路

径

（一）短视频创设思政教育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人工智能时代下，抖音、B 站、快手和微博等新媒体成为“00 后”

大学生获取信息、开展社交的主要载体，对他们三观造成了一定

冲击。基于此，高校金融类专业教师要巧妙运用短视频，利用其

创设思政教育情境，导入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金融行业违法犯罪



218

Vol. 6 No. 10 2024

Education Forum

课程教学

案例，拉近思政教育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从而激发他们情感共鸣，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思政教育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他们遵纪守法意

识。例如教师可以导入电信诈骗案例，介绍违法犯罪人员利用微

信和抖音宣传高息投资，导致部分很多中老年人上当血本无归，

全面展示电信诈骗的危害，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他们良好理

财理念。同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讨论电信诈骗案例中蕴含的金

融学知识，让他们分析受骗原因、违法行为与预防措施，发散他

们思维，让他们自主探究案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通过案例分析，

学生归纳出电信诈骗属于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要拒绝高息

诱惑，养成科学理财的良好习惯，增强自身法律意识，养成遵纪

守法、热爱劳动、自强不息的美好品德。短视频促进了思政元素

和金融类课程知识点的衔接，有利于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三观，从而提高他们道德素养。

（二）融入金融行业时政新闻，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金融专业教师要加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视，明确各门课程、

单元思政教育目标，搜集与思政教育目标相关的时政新闻，引导

学生了解金融行业新动态、新理念，进一步丰富他们专业知识储备，

增强他们社会责任感。首先，教师要对金融类课程教学内容进行

分析，明确思政教育主题，并搜集相关金融行业时政新闻，引导

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我国金融行业发展前景，让他们意识到金

融行业从业人员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增强他们社会责任

感。例如教师可以对《互联网征信》课程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社

会信用体系相关知识开展思政教育，搜集中国银行下发的关于个

人与企业社会信用等级评估标准，以及各大银行贷款利率与资质

审核等新闻，重点讲解我国对失信人的相关处罚条例，从而增强

学生社会责任感。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金融

行业热点新闻，并让他们分析新闻中蕴含的金融学知识、思政元

素，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思政教育中，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实事求是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从而提高金融类课程思政教学和

育人质量。总之，教师要积极导入金融行业相关热点新闻，增强

学生对国家金融安全的了解，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业观，

提高他们职业道德素养，激励他们积极投身金融行业建设，促进

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三）立足金融业特点，增强学生金融风险意识

人工智能时代下，互联网金融、股票和期货等成为金融行业

发展热点，满足了更多理财人需求，但是也加剧了金融风险。这

一背景下，高校金融专业教师要积极渗透金融风险教育，引导学

生辩证看待理财收益与风险，强化他们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为他

们未来就业、个人理财奠定良好基础。例如教师可以在《商业银

行经营管理》中渗透金融风险防范教育，为学生讲解我国理财收

益“红线”、电信诈骗特点和不同类型理财产品选择等专业知识，

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理财收益与风险，提高他们理性思维能力和金

融风险防范能力。这一环节中，教师可以列举 P2P 平台高收益理

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 20%，让学生分析该类型理财产品

风险，激发他们课堂互动积极性。有的学生认为该 P2P 平台理财

产品收益率远远超过国家法律规定，不受法律保护，理财风险偏

高。有的学生认为 P2P 平台监管混乱，理财产品风险高，容易出

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跑路”。通过小组讨论，学生明确了

金融风险防范方法、理财产品评估的重要性，养成科学理财习惯，

增强自身金融风险意识，拒绝高息诱惑，保证资金安全，并积极

向身边朋友、家长宣传高息理财的危害，帮助他人维护财产安全，

提高自身社会责任感和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四）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第一，高校金融专业教师要提炼教材中的思政元素，精心设

计思政教育案例，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

价等环节，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例如教师在《金融市场》

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模块中可以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把爱

国主义、法治教育等作为思政教育目标，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国

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控之间的关系，并采用案例教学法、议题式

教学法等开展教学，让思政教育贯穿整堂课，进一步提高学生道

德素养。第二，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分析国家在平抑物价、

控制房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引导他们分析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

之间的关系、房地产市场回暖原因，让他们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让他们感受党和政府稳定金融市场、房地

产市场的决心，激发他们爱国热情。此外，教师还要增加思政教

育相关评价指标，对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小组合作精神、创新

能力、法治素养、财经素养等进行评价，逐步完善金融专业课程

思政体系，提高金融人才培养质量。

四、结语

总之，人工智能为高校金融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注入灵力，有

利于帮助教师挖掘各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丰富教学内容，

利用短视频营造育人氛围，有利于提高金融类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金融专业教师要利用短视频创设思政教育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共

鸣；融入金融行业时政新闻，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立足金融业

特点，增强学生金融风险意识；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提高学

生道德素养，全面提高金融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和育人质量，培养

更多德才兼备的金融人才，助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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