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0 年修订)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金融管理 

（二）专业代码：6302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及学历 

全日制三年，专科。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职业面向如表 1所示。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 

财经商贸

大类(63) 

金融类

(6302) 

货币金融服

务(66) 

其他金融业

（69） 

银行服务人员 

（4-05-01） 

证券服务人员 

（4-05-02） 

证券专业人员 

（2-06-11） 

其他金融服务人员 

（4-05-99） 

银行柜员 

大堂经理 

客户经理 

电话客服 

理财顾问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

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掌握金融机构一线业务处理与服务营销等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货币金融服务及

其他金融业的服务人员、证券服务人员、证券专业人员、其他金融服务人员等职业群，能够

从事银行柜员、大堂经理、客户经理、电话客服、理财顾问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

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具有学

金融、爱金融的职业理念和服务现代金融业的职业理想。 

（4）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

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相关知识。 

（3）掌握经济金融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4）掌握银行各项柜面业务处理核算要求与操作流程。 

（5）掌握银行授信业务的基本知识、业务要求与操作流程。 

（6）掌握银行理财业务基本规范与操作流程。 

（7）掌握金融服务礼仪的基本规范和金融营销的基本策略与技巧。 

（8）熟悉银行风险管理相关业务规范与处理方法。 

（9）熟悉现代金融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应用。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能根据金融业务工作需要，展示规范礼仪服务过程。 

（4）能准确、快速进行手工点钞与机器点钞，准确鉴别假币及现金挑残，能熟练进行

数字键盘的传票录入，能熟练使用形码输入法录入信息。 

（5）能进行银行重要凭证、印章的盘点与入库；能准确进行利息计算。 

(6)能准确规范处理各类业务凭证的编制、审核、记账与账目核对等工作，能熟练、规

范进行银行网点存款、贷款、结算、代理等各类临柜业务的客户接待、业务引导与业务处理。 

（7）能正确填写与贷款相关的各种合同、凭证，规范撰写授信业务调查报告，针对不

同的有问题的贷款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8）能开拓和维护客户，具有较好的银行产品营销能力。 



 

（9）能制定理财方案，具有理财产品销售技巧及客户服务能力。 

（10）具有本专业需要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熟练使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能对信

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与应用，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资料，进行金融业务风险的基本分

析识别与防范。 

4.职业态度 

（1）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管理规定。 

（2）具有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精神。 

（3）具有团队合作意识。 

（4）具有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创新精神。 

六、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采用“2+1”模式。在三年的学习期间，利用两年时间

在校内学习，在校学习期间整个教学也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完成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的设置，校内教师与行业专家共同授课，采用理论与实践教学相互交

融的教学方式，利用实训室完成教学内容，边学边练。最后一年在行业企业顶岗实习，在实

践中更好地修正校内教学环节的不足，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设置 

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 

1.公共基础课程 

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将思想政治理论、公共外语、体育、创新创业教育、劳动

教育、信息技术、军事理论与军训、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等列入公共

基础必修课；并将音乐欣赏、大学语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列入限选课。 

2.专业（技能）课程 

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并涵盖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 

（1）专业基础课程 

包括：经济学基础、保险学基础、证券投资基础、金融学基础、互联网金融基础、会计

学基础、金融职业技能、金融法规,共计 8门课程。 

（2）专业核心课程 

包括：金融服务营销、金融服务礼仪、银行会计实务、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商业银

行授信业务、个人理财、银行风险管理,共计 7 门课程。 

（3）专业拓展课程 



 

包括：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数据统计分析、财经写作，共计 3 门课程。 

（二）主干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1.金融服务营销 

课程目标：本课程主要学习金融机构客户服务、营销、维护与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

作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与项目训练，培养学生客户服务沟通、金融业务营销、客户关系

维护与客户管理等项能力。金融营销的理念和方法贯穿于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全过程，金融

机构每一个岗位每一个部门的员工也都必须树立全员营销的观念。 

主要内容：金融客户关系管理、客户维护与培育、客户资产管理、客户风险管理；金融

服务及评价；网络营销准备、金融服务营销策略与能力等。 

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及校外实训基地,采取教师讲授、实地调研、角色扮演、案例讨

论等多种方式组织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金融行业教育特点，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在内容处理上，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内容进行删增，可自编讲义，突出实用性，注

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强调案例教学；内容通俗易懂、表述清晰精炼。 

2.金融服务礼仪 

课程目标：掌握金融从业人员各项礼仪规范，能根据金融业务工作需要，展示规范礼仪

服务过程。 

主要内容：商业银行服务礼仪的本质和基本要求；互联网金融下的商业银行职业人的服

务意识与礼仪修养；商业银行服务人员在仪表礼仪、仪态礼仪、语言礼仪；商业银行柜员服

务礼仪；金融行业网络服务过程中的礼仪规范；会议与宴请服务礼仪；电话服务礼仪；接待

服务礼仪。 

教学要求：礼仪实训室开展教学，以项目为导向，通过项目实训在形式对金融从业人员

各项礼仪规范进行有目的的训练，展示规范礼仪服务过程。 

3.银行会计实务 

课程目标：本课程主要学习商业银行对公各种临柜业务处理规范与操作规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与项目训练，培养学生单位存款、单位贷款、支付结算、资金清算和金融机构往来

等业务进行正确处理核算的能力、对年终决算准备和决算日工作进行规范操作的能力。 

主要内容：银行会计基本核算方法处理；单位存款业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单位授信

业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支付结算业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资金清算和金融机构往来业

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年终决算准备和决算日相关知识与操作规范；银行会计业务综合操

作。 



 

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及校外实训基地,采取教师讲授、实习实训、角色扮演、案例讨

论等多种方式组织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金融行业教育特点，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 

4.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 

课程目标：本课程主要学习商业银行对私各种临柜业务处理规范与操作规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与项目训练，培养学生对个人储蓄、个人贷款、个人结算业务、个人外汇买卖、个

人代理等业务进行正确核算处理的能力及良好的柜台服务意识。 

主要内容：银行柜员基本职业能力素质培养；个人存款业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个人

贷款业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个人结算业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柜面突发事件处理；电

子银行业务规范；金融综合业务技能操作。 

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或校内实训室,采取教师讲授、实地调研、角色扮演、案例讨论

等多种方式组织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金融行业教育特点，补充具体案例，开阔学

生视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5．商业银行授信业务 

课程目标：本课程主要学习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基本处理原则与操作规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与项目训练，培养学生客户财务资料分析能力、与贷款相关的各种法律文件的熟悉与

运用能力、贷款调查报告的撰写能力、与客户有效沟通能力以及一定的贷款风险防范能力。 

主要内容：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基本规章制度；不同授信业务品种的操作流程和风险控制

点；客户的信用分析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担保贷款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贷款风险分类管

理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非贷款类授信业务相关知识与操作规程；网络贷款的相关知识与操

作规程；与授信业务相关的各种法律文件、凭证的填写；调查报告的撰写。 

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或校内实训室，通过情境设计，将授信业务与信用分析、各类贷

款、风险控制等工作过程结合起来，把上述情境转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习任务，提升学

生自主学习的兴趣，锻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工作思路与方法的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职

业技能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 

6．个人理财 

课程目标：通过制定财务计划对个人（或家庭）财务资源的适当管理，实现生活目标，

并通过不断调整计划实现人生目标，达到财务自由和财务尊严的最高境界。 

主要内容：潜在客户与客户关系管理；家庭资产、负债的分类及整理；银行理财产品的

特性；风险的识别、估测和评价，各种保险产品和保险产品组合；股票、债券、基金及其投



 

资特点，证券投资技巧；黄金理财产品、房地产投资、收藏品投资的特点和主要产品；理财

规划方案及其后续服务。 

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室或校内实训室，通过课堂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多种手段

培养学生规划设计个人理财方案的能力。 

7.银行风险管理 

课程目标：通过借鉴国际现今银行的管理经验，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全面风险管理理念

和框架的基础上，掌握各种风险评价及控制工具。 

主要内容：风险管理基础；风险管理体系；信用风险管理；操作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

理；流动性风险管理；银行监管与市场约束。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对风险进行感知、分析、

识别、度量、监测、控制的能力，通过该学习领域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在金融机构的风险

管理部门从事专业的风险管理工作，也可以更好的胜任其他部门工作。风险伴随金融业务而

生，在客体上贯穿金融业务的全过程，在主体上涉及金融机构的全体员工，因此，该领域与

专业其它学习领域如商业银行授信业务、柜台业务操作密切相关。 

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室或校内实训室，通过教师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创设情境

等多种手段培养学生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 

8.互联网金融基础 

课程目标：通过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典型案例，如支付宝、余额宝、众筹、P2P借贷、

比特币、移动支付及手机银行等的学习，掌握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多种新业态模式。 

主要内容：网络经济时代，网上银行、在线交易、网上支付系统、网上证券信息服务等

纷纷出现，这对金融行业的现有业务运营和创新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

将传统的金融管理与实务与先进的 IT 技术相结合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熟练操作银行卡、自

助银行、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等电子金融业务。该学习领域代表着金融业未来的

发展趋势和潮流。 

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室或校内实训室，通过教师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创设情境

等多种手段培养学生对互联网金融领域多种新业态模式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见附录一：金融管理专业教学进程表；附录二：学时与学分分配表。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表 1 师资队伍结构与配置表 

类别 数量 具体配置 

师资队伍结构 12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为 21.4：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



 

业教师比为 66%。 

专业带头人 1 

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金融行业、

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金融专业人才

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

能力强，在豫南区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专任教师 7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具有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 

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兼职教师 5 

主要从银行、保险公司等相关企业、机构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金融专业知识和丰

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能承担专业

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基于熟练银行业务操作的高端技能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校企共建全真型校内

实训基地和紧密型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开展银行业务实训、顶岗实习提供基本教学条件，

满足本专业课程教学的需要。 

1.校内实验实训室建设 

在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基于商业银行一线人员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建立理实一

体化的校内专业实训室，为学生提供一个身临其境的银行业务实训操作平台，满足学生银行

柜员岗位业务内容的教学与实训需要，提高学生银行柜员业务岗位的适应能力；为银行从业

人员业务培训提供服务，推动项目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校内实训室能够实现对学生金

融职业素养、金融文化礼仪、金融业务流程、金融业务技能等方面的职业能力培养和训练。

要在校内实训室建设过程中，密切与各商业银行实务部门的实践教学联系，实训内容、实训

用具与教学软件资源配备要充分体现高度仿真性，设计开发或购置基于银行业务处理过程的

实训操作软件、仿真银行业务印章和业务凭证，配备点钞机、捆钞机、票据打印机、指纹仪、

密码器、等银行专业设备，以保障校内学生规模实训的有效开展。 

2.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要积极与省内多家金融单位签订产学合作协议，建设紧密型校外实习基地，用于满足学

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教学活动的开展。根据专业教学的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安排学生

开展专业课程工学结合教学组织形式，进行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实训及顶岗实习等各项工

作，全面提高学生银行业务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水平。建立网络教学平台，能够通过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开展教学，专业核心课程均应具有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实施与学生教学互动的功能。 

 



 

表 2  校内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序号 实验室或实训室名称 实验实训项目名称 主要实验实训仪器设备 备注 

1 VBSE 综合实训室 
跨专业企业运营仿

真综合实训 

配备服务器及网络设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操作软件、电脑等 

 

2 礼仪实训室 
金融从业人员服务

礼仪仿真实训 

多媒体教学设备、桌椅

等 
 

3 金融职业技能实训室 

支持点钞技术、传

票输入、反假货币

技术等银行职业技

能类课程项目教学

与实训 

配备服务器及网络设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白板、点钞机、点钞券、

复点机、验钞机、计算

机 1台/生、货币反假技

术、世界各国主要币种

样品 

待建 

4 
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实

训室 

支持银行会计核

算、本外币储蓄、

银行卡、对公对私

结算与代理业务处

理等课程项目教学

与实训 

配备服务器及网络设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计算机 1台/生、银行综

合柜台业务操作软件系

统、白板、密码器、刷

卡器、扫描仪、指纹仪、

银行业务印章、利率牌、

银行业务凭证、凭证装

订设备等 

待建 

5 金融综合实训室 

支持银行授信业

务、个人理财业务、

客户营销与客户风

险管理等课程项目

教学与实训 

配备服务器及网络设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计算机 1台/生、商业银

行信贷业务软件、理财

软件等 

待建 

表 3  校外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序号 实习实训基地名称 实习实训项目名称 备注 

1 漯河中原银行 临柜业务处理、电话客服、客户管理  

2 漯河建设银行 服务营销、对公、对私业务处理  

3 中原证券 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及学校教材选用制度，择优选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 



 

2.图书文献配置 

金融专业教学相关的图书资料，金融行业企业发展的新制度、新法规、新业务、新产品、

新做法的图书资料与电子杂志等。 

3.数字资源配置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数字资源，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四）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启发式教

学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模拟法、角色扮演法、思维导图法、小组探究法、练习法等。 

1.讲授法。讲授法是教师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智力的

方法。讲授应具有启发性，也应讲究语言艺术。语言要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清晰、准确、

条理清楚、通俗易懂，尽可能音量、语速要适度，语调要抑扬顿挫，适应学生的心理节奏。 

2.讨论法。讨论的问题要具有吸引力，讨论时，要善于启发引导学生自由发表意见。讨

论要围绕中心，联系实际，让每个学生都有发言机会。讨论结束时，教师应进行小结，概况

讨论情况，使学生获得正确的观点和系统知识。 

3.任务驱动法。教师给学生布置探究性学习任务，学生查阅资料，对知识体系进行整理，

再选出代表进行讲解，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 

4.情境模拟法。教师努力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进行探究的教学情境，有序组织教学，积

极引导学生的情境问题探究活动。 

5.项目教学法。以实际应用为目的，通过师生共同完成教学项目而使学生获得知识、能

力的方法。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生通过完成教学项目，能有效调动学习积

极性，既掌握实践技能，又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五）学习评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生成意义的过程。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

与人的潜能存在差异性，教育应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潜

能和已有经验采用不同方式。根据上述理论，对课程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主体因素、资源因

素、方法因素和激励评价因素等，因此，对学习评价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主体因素评价。具体包括教师教学理念、教学能力评价及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评

价。对于教师，可从教学目标明确、信息技术运用、兴趣培养能力、学习方法培养能力、交

流互动程度、课堂把控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对于学生，可从学习重视程度，学习策略运用、



 

参与互动程度、任务完成度、创造力培养等方面评价。 

2.资源因素评价。具体包括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学习资源主要评价课程资源建设、参

考资料准备、资源表现形式恰当程度、知识展示时间合理等。学习平台主要评价平台操作简

便、沟通交流便捷、移动学习支持等。 

3.方法因素评价。可通过教学方法的引导性、教学方法的适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等

方面对教学方法手段进行评价。 

4.激励评价因素。可通过教学评价方法的适用性、评价方法的多样性、评价方法的可操

作性等方面评价教学评价方法。 

金融管理专业建立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学生自评、教师评价和学生互评

的多层次、多主体、多角度的学习评价体系，采用笔试、口试、实际操作等多元化的考核评

价方法，重视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评价。 

首先，课程的过程性考核评价。要体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兼顾学生的学习态度、学

习纪律、知识掌握、岗位能力（技能）及社会能力等诸多方面，采用百分制计分形成学生平

时成绩（出勤、学习表现、作业），并以不低于 50%的分值计入学生总评成绩。其中作业成

绩可以小组为单位、以项目成果为基础，采取小组自评、团队互评、老师总评的综合评价体

系， 

其次，课程的总结性考核评价。主要针对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和具备相关能力（技能）的

实际情况，采用期末卷面考核评价方式，以百分制计分形成学生期末成绩，并以不高于 50%

的分值计入学生总评成绩。 

第三，阶段评价。以职业岗位工作过程为考评基础，以全学期的教学任务进度为考核时

间线，以一个完整的系统模块项目驱动，在每个教学任务完成教学之后，要求学生运用该教

学任务所学技能进行演示操作，并对其进行考核，从而形成阶段性过程考核成绩，该成绩作

为总评成绩的重要组成部份。 

最后，强调课程结束后的综合评价，注重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动手能力和在

实践中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力。同时注重学生学习

纪律、自主学习及团队协作能力的评价，及时记录学生的相关表现。 

（六）质量管理 

1．建立和完善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

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

设等方面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实现人才培养规格。 



 

2.建立和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

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

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

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室将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十、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应达到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要求，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一）学分条件 

本专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修满 139学分。 

（二）证书 

学生在校期间，应考取必要的基本能力证书及职业资格证书，鼓励学生考取多项职（执）

业资格证书。 

表 4 考取证书一览表 

证书类别 证书名称 考证等级要求 备注 

基本能力证书 
普通话 二级乙等 必考 

计算机等级证书 二级 必考 

职（执）业资格

证书 

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  

任选其中（1）项 
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  

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初级会计师  

 

 

 

 

 

 

 

 

 

 

 

 



 

附录一金融管理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代码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考核 

方式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公 

共 

基 

础 

及

素

质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课 

1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161001 48 0 3 3      

思政部 

考试 

2 
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 

161002 72 0 4  4     考试 

3 ※形势与政策㈠ 161004 8 0 0.25       考查 

4 ※形势与政策㈡ 161005 8 0 0.25       考查 

5 ※形势与政策㈢ 161006 8 0 0.25       考查 

6 ※形势与政策㈣ 161007 8 0 0.25       考查 

7 ※军事理论 231001 36 0 2  2     

学生处 

考查 

8 军事实践 231002 0 112 2 2周      考查 

9 劳动教育 231003 8 28 2 1   1     考查 

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31005 36  2 2      考查 

11 大学体育㈠ 101001 10 26 2 2      

基础部 

考试 

12 大学体育㈡ 101002 10 26 2  2     考试 

13 大学体育㈢ 101003 10 26 2   2    考试 

14 大学英语㈠ 201001 64  4 4      
许慎文

化学院 

考试 

15 大学英语㈡ 201002 72  4  4     考查 

16 信息技术 191001 18 18 2 2      信工系 考试 

17 职业生涯规划 181001 18 18 2 2      
招生 

就业 

处 

考查 

18 创新创业教育 181002 12 24 2  2     考查 

19 大学生就业指导 181003 8 8 1    2/8   考查 

20 实验室安全教育 141001 8 8 1 1     
 实训 

中心 
考查 

小计 462 294 38 16 15 2 2     

限 

选 

课 

 

20 ※音乐欣赏 152001 18 0 1  1     
艺术 

学院 
考试 

21 ※大学语文 101008 36  2 2      
基础部 

 

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02001 36 0 2   2    考查 

小计 90 0 5 2 1 2      

任 

选 

课 

23 公共任选课程  64 0 4    4   教务处 考查 

小计 64 0 4    4     



 

课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代码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考试 

形式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24 经济学基础 053003 40 32 4  4     

双 

汇 

学 

院 

考试 

25 金融法规 053306 24 48 4   4    考试 

26 保险学基础 053303 36 36 4  4     考试 

27 证券投资基础 053302 24 48 4  4     考试 

28 金融学基础 053301 32 32 4 4      考试 

29 互联网金融基础 053304 36 36 4    4   考试 

30 会计学基础 B 053316 32 32 4 4      考试 

31 金融职业技能 053305 24 48 4   4    考试 

小计 248 312 32 8 12 8 4    

专
业
核
心 
课 
 

32 金融服务营销 053307 36 36 4   4    考试 

33 金融服务礼仪 053308 32 32 4 4      考查 

34 银行会计实务 053309 24 48 4    4   考试 

35 
商业银行综合柜

台业务 
053310 36 36 4    4   考试 

36 
商业银行授信业

务 
053311 36 36 4   4    考试 

37 个人理财 053312 24 48 4    4   考试 

38 银行风险管理 053313 36 36 4    4   考试 

小计 222 248 28 4  8 16    

专
业
拓
展
课 

39 
金融数据统计分

析 
053314 36 36 4   4    

双 

汇 

学 

院 

考试 

40 
商业银行经营与

管理 
053315 36 36 4   4    考试 

41 财经写作 A 053005 36 36 4    4   考查 

小计 108 108 12   8 4    

顶岗

实习

及 

单列

实习

实训 

42 VBSE综合实训 054001  72 4    6   
双 

汇 

学 

院 

考试 

43 
金融管理专业毕

业设计 
054301  480 4     

16

周 
 考查 

44 
金融管理专业顶

岗实习 
054302   12      

16

周 
考查 

小计  552 20    6     

教学计划总计  1194 1514 139 28 28 28 28     

备注：1.※表示线上课程。 

2.每学期安排 20周的教学活动，其中第 19、20周为复习考试时间。   

3.VBSE综合实训集中排课 2周。 



 

 

附录二  学时与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时 
占总学时

比例%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公共基础

及素质教

育课程 

必修课 756 33.93 38 27.34 

限选课 90 4.04 5 3.60 

任选课 64 2.87 4 2.88 

专业技能

课程 

专业基础课 560 25.13 32 23.02 

专业核心课 470 21.10 28 20.14 

专业拓展课 216 9.69 12 8.63 

实践教学占比①552 20.38 20 14.39 

总   计 2708 100 139 100 

注：①指所顶岗实习及单列实习实训及专业集中实践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