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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数字经济时代倒逼高职金融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针对传统金融类专业课程内容时滞、校外实习实训资源风险

大、课程思政融入生硬等痛点，以数字化资源开发为基座，构建 "模块化课程重组 -虚拟仿真实训赋能 -思政链式渗

透 "的教学路径探析。通过建设动态金融教学资源库、运用智慧金融实训系统、构建“积木式”课程资源结构，实现

专业课程与岗位能力的精准对接。以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建设探索为契机，不断持续推进多门课程教学改革实

施，学生学习效能提升，依托校内网络教学平台自主创建金融专业课程线上教学资源，形成 "资源即服务、课程即场

景、学习即成长 "的高职金融育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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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has forced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view of the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professional courses, such as the time 

lag of the content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courses, the high risk of off-campus internship and training 

resources, and the rigid integration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teaching path of "modular 

curriculum reorganization-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empowermen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hain 

penetration"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dynamic financial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the use of a smart financial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uilding block" course resource structure, the accurat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job abilities is realized.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of multiple courses,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and independently create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finance professional courses by relying on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on campus, so as to form a higher vocational financial education paradigm of 

"resources as services, courses as scenarios, and learning as growth".

Keywords  :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ideology and politics cast soul; competency jumps; 

finance majors; pedagogical innovation

一、问题提出

(一 )产业转型倒逼教学革新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客户对于线上渠道和“非接

触式”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今，这种需求越加凸显。尤其在

金融行业数字化进程呈加速状态，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数

据，2020年2月，中国银行业离柜交易金额增长率达到12.2%，

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率已达到90%以上，移动支付用户

规模突破10亿，这些数据充分印证了数字化服务已成为银行业务

的主流渠道。加之金融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5%，这不仅改变了金

融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也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格局产

生了深刻影响。智能化的金融服务意味着大量自动化和数字化的

流程。例如，自助服务终端、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应用的普及，

使得客户能够自主完成许多基础的金融交易。在这种情况下，银

行员工不再仅仅需要具备传统的业务操作技能，如手工处理文

件和现金业务，更需要具备对这些智能化系统的理解和运用能

力 [1]。他们需要熟悉各种电子渠道的操作流程和底层逻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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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准确的指导和帮助。金融从业者的岗位能力需求也向

智能风控、区块链金融等新兴技能需求变化和增加。不仅要求新

颖的技术技能，还需具备深入的行业知识和敏锐的商业洞察力，

具备更多的跨学科能力 [2]。

(二 )职业教育政策导向

在2023年2月14日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平行论坛之一“职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平行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职业教育

领域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应用、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等问题展开探

讨：人们对于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需求的激增，驱动着教育和培

训内容更新和服务转型 [3]。2025年4月16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加强人

工智能等前瞻布局，探索推动思政、科学教育、美育、心理健康

等领域专题大模型的垂直应用。基于众多政策可以看出高职课程

应突显 "模块化、数字化、场景化 "的改革与建设导向 [4]。

(三 )课程教材内容与实际岗位需求存在时间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显示：技术类知识平均每2年失效

30%，商业管理知识每3年淘汰40%，基础教育内容更新周期从

20年缩短至5年。《2023年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蓝皮书》显示，中

国大学教材平均更新周期为5.8年，但部分工科教材（如计算机

科学）滞后产业发展超10年 [5]。当学校耗时3年编写新教材时，

区块链技术已经完成5次迭代，元宇宙概念已更替3代架构。在目

前终身学习者的黄金时代里，每个普通人都能构建自己的学习生

态，以此减少教材更新周期长（平均3年）与科技迭代快（每6个

月出现新技术）的矛盾 [6]。

(四 )金融类课程实训教学存在难点

一直以来，各类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在加强实践教学方面做

了许多工作和资金投入，建立金融专业实训室，建立校外实训基

地，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教学、顶岗实习等手段加大实践教学力

度，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总体来看，对于地方高职院校而言，介

于金融行业高风险以及行业壁垒的特点，实训教学客观存在难

点，即：主动参与的金融企业不多，参与的金融企业合作深度不

够，金融企业积极性不高 [7]。

(五 )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新突破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近年来，各个高校都坚持不断深

化课程思政建设，但在发挥教师融合的纽带作用和协同育人机

制完善与建构方面存在难度 [8]。课程思政的教育主体，既包括教

师，也包括学校的各单位部门以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人或组织，

都应该深刻理解课程思政的深刻内涵，摒弃偏见，打破壁垒，共

同服务于课程思政的建设。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建设仍然需要从结

合地方特色、结合课程特色、结合教师特色方面去突破，通过

“课堂传授、科研引领和实践探索”三条路径网格式推进课程思政

的建设 [9]。

二、专业课程模块化教学实施路径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教学课程特点、知

识关系、线上线下教学资源、线上线下实训资源、课内课外拓展

资源、课内课外课程思政建设等因素，以金融基础为核心设计岗

位能力驱动下课程模块化知识重构，搭建“数字化资源池 +模块

化课程链”两大支柱，通过“知识学习、技能训练、价值塑造”

三维融合，使学生综合素质成螺旋式递进 [10]。

具体从以下路径实施：

（一）通过构建数字化资源体系形成“数字化资源池”

1.动态知识库建设

依托校级网络教学平台任课教师自主建立以金融基础知识点

为核心的课内课外知识库及题库，覆盖银行、保险、证券行业的

大堂经理、综合柜员、

客户经理、理财经理等

4个典型岗位，案例资

源动态更新，对接金融

机构官方网站资讯，实

时上传紧跟金融变化的

热点新闻、报道和短视

频资料 [11]。 

2.虚拟仿真实训的

配套资源开发

结合校内金融实训

平台和系统的使用，针

对教学中师生遇到的实训重点和难点，将金融传统技能实训（货

币识别与反假、传票算、账表算、凭证填制与审核、利息计算

等）按模块化、颗粒化在校级网络教学平台中搭建“积木式”实

训能力项目 [12]。同时将数字化转型中的智慧金融技能实训（大数

据金融、区块链金融、数字人民币、银行业务数字化、保险业务

数字化、证券业务数字化、数字金融监管等）按场景化、流程化

制作成清晰易懂的“电子版工作手册”，帮助师生共同适应产业

转型带来的教学革新变化 [13]。

3.资源共享平台搭建

尝试将理实结合的专业课程在校级网络教学平台上搭建“线

上 +线下”资源，逐步按金融基础知识点的从简单到复杂、从

常识到知识、从传统到数字化转型的逻辑，逐步集成其他金融类

专业课程线上教学资源，包括：微课、实训项目、课程思政案例

等。为金融类专业学生及财经商贸专业大类学生提供学习便利，

实现资源共享共建的良性循环 [214]。

（二）通过积木式课程知识点重组形成“模块化课程链”

1.”岗课映射”课程重构

根据高职金融类专业4个典型岗位，梳理每一岗位具备的岗位

能力（包括传统岗位能力和数字化转型下的新能力要求），将其

映射到专业课程的主要知识领域（或模块），构建“数字资源池

+模块化课程链”模式的教学资源，供相关课程、相关专业互通共

享，形成专业课程模块化教学及教学资源架构 [15]。 

以《金融企业会计》课程模块设计为例，可以先按银行、证

券、保险划分为行业会计模块，再在各行业模块中设置相关业务

子模块，而其中“银行会计实务子模块”又包括：（1）基础模

块——银行会计基本核算方法，是贯穿“银行会计实务”教学领

域的一根主线，为后续教学中专门业务处理、综合业务处理等内

容的学习打基础。从模块化教学的特点看，每个模块具有相对的

独立性和完整性，既是专业核心课程中的基础模块，也是专业拓

展课程中的入门模块。适用于金融类专业课程教学、非金融类专

业拓展课教学。（2）核心模块 —— 银行会计专项业务处理，是

“银行会计实务”教学领域中针对金融类专业学习者教学设置，适

>图1 “数字资源池 +模块化课程链”改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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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堂经理岗位、综合柜员岗位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培养。（3）

拓展模块——银行综合业务处理，是“银行会计实务”教学领域

中针对金融类专业学习者教学设置，适用于大堂经理岗位、综合

柜员岗位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运用高阶能力的培养。由此，从“银

行会计基本核算方法”模块内部结构看，内部每个小单元在理论

知识上体现相互关联的学习逻辑，在实践运用上也体现环环相扣

的操作闭环。教学中师生可以根据课程性质、教学要求、教学内

容、教学对象的不同构建自己不同层级和阶段的学习生态，尤其

对学习者而言，通过不同层级模块化教学资源的使用，可以满足

不同阶段的学习成就感。

2.“学训赛证”四维贯通

引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慧金融赛项标准、金融智能投

顾等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将赛项中综合知识和综合技能要求以

及1+X证书中的专项知识和专项技能要求融入日常教学。通过调

用不同课程中“积木式”模块化课程任务，教会学生金融行业传

统基本技能中点钞、货币识别与反假、票币兑换与速算、凭证书

写规范、凭证汇总运算（传票算与账表算）、客户账户计息等基

本技能，利用金融行业传统基本技能，在大堂经理岗、综合柜员

岗、客户经理岗、理财经理岗等从事专项业务处理的岗位素质技

能，帮助学生提高在产业、金融行业及金融教学数智化转型下，

数字货币、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智慧金融背景下的金融业务综

合能力（见图2），从而提升学生参与学训赛证的积极性，扩大参

赛面、获奖率和证书通过率。

3.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

基于学校网络教学平台，针对金融类专业学生所学的专业课

程知识融通性特征，以金融基础知识为核心，丰富金融类其他专

业课程校内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类型和内容，包括：全部模块

的知识点课外视频资料、知识点文本资料、知识点链接资料、作

业题库、试题库、学生小组研学资料等。结合所使用教材的线上

资源、中国大学慕课、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官方网站线上资

源，促进线下教学效果的提升。同时教师可以深入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设计结合地方历史文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课程思政微课，

将思想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除了

满足师生日常教学需求外，还可以达到能学能辅，适应不同规

模、不同专业、不同学制的学生使用。学习者可以随时参阅，完

成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及课后拓展。使课堂形式不受时空限制，

课内课外结合，服务师生和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让学生在课程思

政微课短视频的影响下，学习正确的价值取向，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积极主动学习感悟，将“要我学”“要我做”变为“我

要学”“我要做”。

三、结束语

数字化产业转型下，高职金融类专业课程教学资源时滞、育

人成效不显著等难题客观存在，通过以金融基础知识点为核心进

行系统性重构，在资源建设、课程组织、评价机制等方面创新作

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高职金融职业人才培养困境，构建更具弹

性的自适应课程体系，支持校级网络教学平台建设，持续赋能金

融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第一，在资源建设方面创新作为，与线下校内实训基地、线下

纸质教材、部分新形态教材创建”数字孪生 "资源体系，逐步提高

对数字化教材的建设，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教学实训数据实现实

时交互。第二，在课程组织方面创新作为，创设 "积木式 "专业课

程模块，通过校级网络教学平台实现课程间、专业间、任课教师间

的教学资源的融通共建共享，实现根据区域产业与专业需求快速重

组课程包。第三，在评价机制方面创新作为，依托校级网络教学及

考试平台进行终结性考试（机考），依托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过程性

考核记录，设置分层级的过程性考核项目得分和占比，以学习者课

程学习积分作为依据，保证考核的公正公平公开，形成良好的个性

化学习生态，提升学习者学习主动性和成就感。

>图2  “积木式”模块化课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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