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案例4：货币政策的应用

一、本堂课教学目标

通过本堂课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什么是货币政策 ;理解货币政策的最

终目标，了解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

课程内容

章节 货币与货币制度

知识点 思政要点 案例名称

货币的政

策

专业自信

货币政策的应用全局观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思政育人目标

1、培育学生经世济民的职业素养以及家国情怀；（2）培育和建立学生的

专业自信，以及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全局观和整体观；（3）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思维与科学观；（4）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

从一切实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实践观。

2、实施过程

（1）案例导入：结合时事热点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要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根据以上时

事内容导出货币政策在我国的经济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帮助学生了解金融专业

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培育和建立学生的学科及专业自信。

（2）理论讲授。讲授什么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了解我国货

币政策目标的实践与摸索。教学内容讲授过程中，按照设计好的思政要素的切

入点，一条一条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式的熏陶与启发。价值塑造、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3）课程总结：课堂小结时，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总结和内容升华，布置

课后实践作业，例如要求学生登陆中国人民银行网，了解我国货币政策是如何



实施的，为下一章货币政策工具作铺垫，同时提高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从而在心理层面上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三、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金融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新时代经济类人才培养的重要

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金融学课堂引入课程思政的教学需要坚持“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高校金融学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专业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不高，金融学教材的思政元素

缺少，教师的思政教学方法与手段不足。为此，笔者给出的建议是找准教学设

计中思政要素的切入点，完善金融学课程思政经典案例库以及专业教育与职业

操守相结合。文末，笔者给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金融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