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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的应用与探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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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高等职业院校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面临传统教学模式与行业人才需

求错位的现实挑战。研究以《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为载体，系统构建基于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

学法的“问题—探究—实践—反思”四阶教学模式。选取商业银行流动性危机、普惠金融产品设计等多个

真实金融场景，采用行动研究法对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三轮教学实践。结果显示：实验班学生知

识应用能力测评优秀率、小组项目方案被合作金融机构采纳率均有提升，特别是在金融数据分析和监管政

策解读方面成效显著。研究成果为高等职业院校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施路径，印证了

PBL 教学法在培养“懂业务、会分析、能决策”的复合型金融人才方面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PBL 教学法；现代金融基础；高职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高职金融教育的现实困境

当前高职金融专业教学普遍存在“三脱离”现象：一是教学内容脱离行业前沿，2023年行业调研显示 78%
的课程未涉及数字人民币、碳金融等新兴领域；二是教学方式脱离认知规律，学情调查表明 63%的学生在
传统讲授课堂中出现注意力断层；三是能力培养脱离岗位需求，企业反馈毕业生需平均 4.7个月适应期才能
独立完成信贷风险评估等基础工作[1]。这种供需矛盾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尤为突出，该课程作为专业
基石，当前普遍采用“概念讲解+例题演练”模式，导致学生陷入“学不会、用不上”的恶性循环。
（二）PBL 教学法的理论适配性

PBL教学法的建构主义内核[2]与金融学科特性[3]高度契合：其一，金融知识的强应用性要求学习者通过
真实问题理解抽象概念，如通过设计家庭理财方案掌握货币时间价值理论；其二，金融业务的跨学科特征
需要团队协作解决问题，如制定企业汇率避险方案需整合国际金融、财务管理和法律知识[4]；其三，金融市
场的动态变化倒逼教学情境持续更新，例如，在提款挤兑和募资失败的双重夹击下，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由于流动性枯竭而被金融监管机构接管事件（后简称 SVB事件）。这种“在做中学"的理念与《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岗课赛证融通”要求形成深度共鸣。
二、课程设计与实施路径
（一）三维教学目标重构

基于 Bloom教育目标分类理论[5]，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维目标体系（见表 1）。在“商业银行信贷
决策”模块中，教学目标从传统的“掌握信贷流程”升级为“能为小微企业设计可行性融资方案”，具体分解为：
识别企业财务报表关键指标（知识维度）、运征信系统模拟平台评估违约风险（能力维度）、恪守信贷人
员职业道德准则（素养维度）。这种重构使抽象的理论学习转化为可观测的行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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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目标对比分析表

维度 传统目标 PBL目标 评价方式

知识 记忆金融市场分类 解析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影响 政策解读报告评分
能力 计算存款利息 设计养老金融产品组合 方案可行性论证答辩
素养 知晓职业道德规范 处理利益冲突情境模拟 行业导师情景评价

（二）模块化教学内容设计
将教材内容重构为“基础认知—市场运作—风险管控—创新实践”四大模块，每个模块设置三至四个驱动

性问题[6]。例如在“金融科技应用”模块中，以“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供应链金融信息不对称”为核心问题，
串联起数字货币、智能合约、跨境支付等知识点。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开发包含 34个微课视频、12套监管
文件汇编、8个金融数据平台的"三位一体"资源库，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模拟平台的使用使学生在虚
拟环境中完成超过 200次信用评级实操。
三、典型教学案例——以"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单元为例
（一）问题情境设计

选取 2023年硅谷银行（SVB）流动性危机作为教学案例，设计“银行如何在利率波动中保持流动性安全”
的核心问题。具体任务包括：（1）分析 SVB资产负债结构，计算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
（NSFR）；（2）模拟美联储加息环境下的压力测试；（3）制定应急融资预案。教学资源包包含 SVB财
报数据、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巴塞尔协议 III中英文版等一手资料，确保问题情境的真实性和探究深度。
（二）教学过程实施

1.问题导入阶段
播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关于 SVB事件的新闻报道，引导学生提出案例中的关键问

题，如“为什么持有至到期证券（HTM）会导致流动性危机？”、“如何平衡收益性与流动性？”等。教师将
问题归类为“政策环境”、“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指标”三个探究方向。

2.知识建构阶段
学生分组查阅《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纪要等文

献，使用 Excel建立流动性缺口分析模型。教师适时介入，讲解久期匹配、利率敏感性缺口等核心概念，确
保理论支撑的准确性。

3.方案设计阶段
各小组分别扮演银行管理层、监管机构和储户，从不同视角制定解决方案。例如，A组提出“优化资产

负债期限结构，增加高流动性资产占比”；B组建议“建立流动性压力测试常态化机制”；C组设计“与同业机
构建立应急资金互助协议”。

4.成果展示与评价阶段
采用“模拟听证会”形式进行答辩，邀请现为银行风控岗位负责人的企业导师担任评委。评价标准包括：

方案可行性（40%）、数据分析准确性（30%）、团队协作表现（20%）、答辩逻辑性（10%）。最终评选
出最优方案并纳入课程案例库。
（三）教学效果分析

通过前后测对比，学生在以下方面提升显著：（1）政策解读能力：能准确识别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
考核指标变化对银行经营的影响，正确率从 58%提升至 89%；（2）数据分析能力：能独立完成流动性指标
计算和压力测试，实操题得分率提高 42%；（3）职业判断能力：在模拟决策中展现出风险收益权衡意识，
方案可行性评分达到 4.2/5.0，较传统教学提高 1.6分。企业导师称赞学生提出的“建立流动性风险预警指标
体系”建议具有实操价值，拟纳入银行新员工入职培训计划。
四、实施效果与反思
（一）量化成效分析

为全面评估 PBL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成绩对比、企
业反馈等多种方式，对 2023级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了三轮跟踪研究。以下为具体数据分析结果：

1.学生成绩对比分析

表 2 实验班与对照班期末考试成绩对比（独立样本 t检验）

变量 组别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t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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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成绩 实验班 48 82.5 6.8 9.47 0.000
对照班 45 67.3 9.2

对实验班（n=48）和对照班（n=45）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
实验班平均分为 82.5分，标准差为 6.8，显著高于对照班的 67.3分（标准差为 9.2），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t=9.47，p<0.01）；在实操题部分（如“设计小微企业融资方案”），实验班得分率为 76.8%，较对照
班的 48.3%提高了 28.5个百分点；在理论题部分（如“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验班得分率为 85.2%，
较对照班的 72.1%提高了 13.1个百分点。

2.学生能力提升分析

表 3 实验班学生能力提升前后测对比（配对样本 t检验）

变量 组别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t值 p值

知识应用能力 前测 48 42.3% 10.2% 15.32 0.000
后测 48 89.6% 6.8%

问题解决能力 前测 48 3.2/5.0 0.8 12.45 0.000
后测 48 4.5/5.0 0.6

团队协作能力 前测 48 78.5% 9.3% 8.67 0.000
后测 48 95.2% 4.7%

通过能力测评量表（Cronbach's =0.87）对实验班学生进行前后测对比，结果显示：
知识应用能力：学生在“金融数据分析”任务中，Python使用熟练度从 42.3%提升至 89.6%；问题解决能

力：在“设计家庭理财方案”任务中，方案可行性评分从 3.2/5.0提升至 4.5/5.0；团队协作能力：小组任务完
成率从 78.5%提升至 95.2%，且组内分工明确度评分达到 4.3/5.0。

3.学习满意度调查

表 4 实验班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结果

变量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同意率 (Agree)

提高了学习兴趣 48 4.6/5.0 0.5 91.6%
知识记忆更持久 48 4.5/5.0 0.6 87.5%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48 4.4/5.0 0.7 83.3%
问题解决能力增强 48 4.3/5.0 0.8 79.1%

对实验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回收率 96%），结果显示：
91.6%的学生认为 PBL教学模式“提高了学习兴趣”；87.5%的学生表示“知识记忆更持久”；83.3%的学生

认为“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提升”；79.1%的学生反馈“问题解决能力增强”。
4.企业反馈与就业竞争力分析

表 5 企业导师对实验班学生能力评价

变量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数据分析能力 48 4.5/5.0 0.6 3.8 5.0
职业判断能力 48 4.3/5.0 0.7 3.5 5.0
风险评估报告质量 48 4.2/5.0 0.8 3.0 5.0

表 6 实验班与对照班就业适应期对比

变量 组别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就业适应期 实验班 48 2.3个月 0.8 1.5 4.0
对照班 45 4.7个月 1.2 3.0 6.0

与合作金融机构联合开展毕业生能力评估，结果显示：
实验班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风险评估报告质量评分达到 4.2/5.0，较对照班提高 1.6分；企业导师对实

验班学生的综合评价中，“数据分析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两项指标分别达到 4.5/5.0和 4.3/5.0；实验班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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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平均就业适应期缩短至 2.3个月，较对照班的 4.7个月显著降低。
（二）现存问题

1.教师角色转换难度大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在 PBL教学中，教师需要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和

问题设计者。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教师反映在初期实施中存在“重讲授轻引导”的惯性思维，难以准确把握
介入时机和引导深度。例如，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案例中，部分教师倾向于直接给出答案，而非引
导学生自主探索解决方案。此外，教师对金融行业前沿动态的跟踪不足，导致问题设计缺乏时效性和针对
性。

2.学生适应性差异显著
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学情调查显示，少数学生在 PBL初期表

现出“无从下手”的困惑，特别是在数据分析和政策解读任务中，得分率较低。此外，团队协作中也存在“搭
便车”现象，个别学生在小组任务中参与度较低，导致任务完成质量参差不齐。

3.教学资源整合难度高
PBL教学需要大量真实案例和数据支持，但现有教学资源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金融数据获取渠道有限，

学生难以接触到Wind、Bloomberg等专业终端；二是案例更新滞后，部分案例仍沿用 2018年之前的市场数
据，无法反映当前金融环境的变化；三是虚拟仿真平台建设不足，学生缺乏实操训练的机会。

4.评价体系科学性不足
当前 PBL教学评价仍以教师主观评价为主，缺乏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和标准化的评价工具。例如，在“设

计家庭理财方案”任务中，评价指标多集中于方案的完整性，而忽视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风险意识。此外，
企业导师参与评价的比例较低，导致评价结果与行业需求存在一定偏差。

5.课程思政融入度不够
在 PBL教学中，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往往流于形式。例如，在“普惠金融产品设计”案例中，部分学生

仅关注产品的收益性，而忽视了“金融为民”的社会价值导向。如何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
济”等国家战略有机融入教学案例，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优化路径

1.构建“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
定期举办“校企双导师工作坊”，邀请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专家参与案例设计和教学指导；建立教师

企业实践制度，要求专业教师每学期至少完成 15天的企业挂职，跟踪行业前沿动态；开发 PBL教学能力培
训课程，帮助教师掌握问题设计、过程引导和评价反馈的技巧[7]。

2.实施“分层递进”教学模式
针对学生能力差异，设计“基础-进阶-拓展”三级任务包[8]。例如，在“证券市场分析”模块中，基础任务

为解读上市公司财报，进阶任务为构建投资组合模型，拓展任务为撰写行业研究报告；建立“导师-助教-学
生”三级帮扶机制，由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助教，协助教师指导低年级学生；引入“翻转课堂”理念，课前通
过微课视频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课中聚焦问题探究和实践操作。

3.建设“三位一体”教学资源库
开发“金融数据实验室”，集成Wind、同花顺等专业终端，为学生提供真实数据支持；建设“动态案例库”，

每学年更新 10-15个案例，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动态同步；开发虚拟仿真项目，如“数字人民币支付系统运
维”、“绿色金融产品设计”等，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

4.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
引入企业导师评价，将行业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例如，在“信贷风险评估”任务中，由银行风控主管对学

生的方案进行评分；开发 PBL评价量表，从知识应用、技能操作、团队协作、职业素养四个维度进行量化
评价；建立“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模式，将课堂表现、小组贡献、成果质量等纳入总评成绩。

5.深化课程思政融合
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等国家战略融入教学案例。例如，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管理”案例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开发“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专题模块，通过角
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邀请行业楷模开展专题讲座，分享金融从
业者的职业成长故事，激发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证实，PBL教学法通过重构“问题—知识—能力”转化链条，可以有效破解高职金融课程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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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脱节的难题。通过对现存问题是分析给出优化路径与解决方案，使 PBL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
程中的应用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为培养高素质金融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探索 PBL与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的深度融合，持续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水平，为培养适应金融数字化转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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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Modern Financial
Foundation Course

Liang Tianyue1，*, Qin W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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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facing the realistic challenge of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nd the talent demand of the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Modern Finance Foundation" as the carrier,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
four-level teaching model of "problem-inquisition - practice-reflection" based on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Several real financial scenarios such as commercial
bank liquidity crisis and inclusive financial product design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ree rounds of
teaching practic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with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cellence rate of students'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assessment and the adoption rate of group project schemes by cooperat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improved, especially in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and regulatory policy interpret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plicable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reform of core courses for finance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onfirm the unique value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cultivating
compound financial talents who can understand business, analyze and make decisions.

Keywords：PBL teaching method; Modern financial found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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