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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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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定位

课程
名称

课程定位

授课对象

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第四学
期学生

课程课时
   本课程总共48课时，其中讲授
                    课程是32课时，实
                         践课时为16时。

先修课程

《金融学基础》
《互联网金融》

本课程是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职
业核心课程，培养学生掌握各种理
财的基础知识，为今后从事银行、
证券以及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个人
理财

岗位任务
理财经理
客户经理
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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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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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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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教材信息

教材信息

《个人理财》
作者：林萍，吕超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为主要教学参考资料；

本书主要以任务为导向，讲述了个人理财基
础知识、个人理财需求与规划、教育理财、
住房理财、保险理财、股票理财、基金理财、
互联网金融理财、外汇及黄金理财、纳税规
划、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本书
配套资料丰富，配有导入案例、阅读资料、
案例分析、知识链接等。

参考书：
《个人理财》，张旺军，科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个人理财》，徐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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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Ø 理财模式选择

Ø 投资方案评价

Ø 能够分析客户的住房消费需求；
Ø 能够选择适当的支付方式；
Ø 能够根据因素变化调整支付方案
Ø 能够提供相关咨询

1、个人理财基础

3、住房消费规划

Ø 编制收入-支出表

Ø 估算现金需求

Ø 合理组合各种现金规划工具

Ø 能够按照教育规划步骤根据客户的实际情
况确定教育费用的额度；

Ø 能够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情况给出合理的
理财规划方案，并根据因素变化调整教育
规划方案

2、现金规划

4、教育支出规划

面，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清晰的、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                培养学生对人本有的正确认识,理解需求的无限性,有效控制自身的欲望；正
确认识消费、现金规划等对于我们家庭的重要性；树立起“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价值
观。

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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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Ø 熟练使用证券软件、运用各种证券分析工具等

Ø 掌握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的特点并能分析

Ø 熟悉期货交易软件的操作，能进行期货的交易
操作

Ø 掌握使用外汇行情分析软件的能力，并能够进
行外汇开户和交易模拟

Ø 学会收集客户退休养老方面的信息；
Ø 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Ø 根据客户的情况为客户规划退休养老计划

方案

5、投资规划

7、退休养老规划

Ø 深刻理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条款

Ø 熟悉各种保险产品；

Ø 能根据客户实际情况制定保险理财规划方案；

Ø 能够对保险规划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提
前防范和处理。

Ø 掌握家庭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相关知识
Ø 分析客户财产风险；
Ø 掌握界定财产属性的方法
Ø 掌握夫妻财产分配的法律规定
Ø 掌握遗产的界定及遗产分割的原则

6、保险规划

8、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

面，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清晰的、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                号召学生正确认识和培养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立足于做好中国
市场的态度，有积极探索实践中国市场的远大理想和情怀；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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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安排

      本课程总共48课时，其中讲授课程是32课时，实践课时为16课时。总共8个章节，每个章
节建议6个课时。

编号 学习情境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小计

1 个人理财基础 4 2 6

2   现金规划 4 2 6

3 住房消费规划 4 2 6

4 教育支出规划 4 2 6

5 投资规划 4 2 6

6 保险规划 4 2 6

7 退休养老规划 4 2 6

8 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 4 2 6

合计 32 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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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课程设计



12

学情分析

2

3

1

（课程结构的设计来弥补）

知识的整合能力差，
思维的开拓性强

对理论知识的掌控力小，
但实际操作能力强

对枯燥的书本知识反感，
但对生动的课外知识感兴趣

（案例教学活跃课堂气氛）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入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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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基本理念以学生为本，以学生职业能力、素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实现
“教学练”一体化。

“教”
为主导

“学”
为主体

“练”
为主线

“用”
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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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Ø ◆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Ø ◆  通过新闻播报、案例教学等方式，浅显化、通俗化方
式讲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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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Ø 引入案例、情景分析、分组讨论等教学方法

Ø 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

Ø 将“一言堂”转变为大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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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Ø 避免学生只学不练，只听不讲

Ø 组织学生通过课堂内外案例研究分析

Ø 并引导学生分组讨论，进行课堂成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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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Ø 强调实践操作能力的训练

Ø 每一专题结束后，组织学生上机实训

Ø 组织学生通过软件平台模拟投资，相互PK竞赛，从比
赛中得到锻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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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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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多媒体可视化教学系统

智慧职教平台线上课程

典阅实训软件平台模拟行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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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科目，考核要求学生在案例分析或小组讨论中，要结合思政元素来进

行分析和汇报,使学生可以体会到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同时,教师可以多角度、

采取多样化的手段进行教学评价。

课后作业

课堂汇报

课堂提问

课堂表现

............

出勤
（20%）

最终成绩期末成绩
（40%）

平时成绩
（40%）

项目课题

小论文等

............

结合入思政心得体会进行汇报，反馈课题成果能为社会发展、
个人成长带来哪些益处和作用，加深思政教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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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价

开展教师自我评价、学生评教、同行听课评价、督导评价与教学巡查。

公开课学生评教
同行听课评价

督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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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教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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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智 慧 职 教 平 台 线 上 课 程 系 统
为 学 生 开 展 线 上 教 学 、 为 学
生 在 线 学 习 提 供 了 丰 富 实 时
的 教 学 资 源

利 用 学 校 电 脑 机 房 实 训 室 开
展 校 内 职 业 模 拟 场 景 实 训

通 过 校 外 合 作 的 金 融 机 构 、
投 资 模 拟 大 赛 等 资 源 为 学 生
提 供 更 多 专 业 的 实 践 机 会 ，
拓 宽 接 触 社 会 面 的 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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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条件/教学团队

教学条件 教学团队

Ø 引进高层次金融领域专业教师，专业内教师
基本都有研究生学历，大部分教师拥有银行、
证券等金融机构工作经历，属于双师型人才

Ø 鼓励教师到企业实践，提高金融投资专业技
能

Ø 聘请金融企业相关专业人才为走进课堂，为
学生带来最一线的专业经验，为学生讲解最
新的实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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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课程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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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成效

       通来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们能够掌握到个人理财的整体知识框架，包括了理财的需求
与规划、储蓄、住房、教育、保险、基金、股票、外汇等项目的需求规划。更好地与工作
岗位相匹配，从而为学生们顺利走向就业岗位提供了坚实的专业保障。

学生汇报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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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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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成效

学生课后书面作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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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课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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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成效

本门课程的特色

Ø 主动出击，通过学生自主学
习探究，查询资料等方式去
深入学习理财业务的各类产
品特点与本质。

Ø 通过分组的形式，对自己研
究学习的报告进行汇报和讨
论。

Ø 模拟实训演练，把实际业务
流程引入到教学过程，使理
论课程转化为可操作的实际
任务。

Ø 并通过校内外的各类金融职
业大赛来促进实践的提升。

课堂设计/案例教学 自主研究/汇报讨论 模拟实训/对接实践

Ø 真实案例教学，从新闻播报、
投资案例等浅显化、通俗化
方式讲授，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从使理论知识由抽象变
具体，更加便于理解。

把思政工作渗透到教学和实践过程中，通过课题研究、汇报心得等方式引导思政理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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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课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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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进

继续细化设计分组

讨论方案、进一步

完善案例教学等更

加贴近实际的课程

内容。

加强实践教学，

完善实训室建设，

特别是一些仍未

配套的实训平台

系统。

继续深化校企合作

机制，积极对接外

部实践性部门：比

如职业大赛、专业

人士进课堂等。

继续加强思政元素

的渗透，把教学和

实践中的每一个细

节都尽量契合当下

思政教育。



醒目的标题

希望各位领导老师给予批评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