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中国教育家何克抗认为：“教学系统设计是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为根本目的，运用系统

方法将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等相关原理转换成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策略、教

学评价等环节进行具体计划，并创设有效的教与学系统的‘过程’或‘程序’”。应用型本

科院校的人才培养以本科教育为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学科为依托， 以社会人才需

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在课程思政的建设中更加突出协同育人、实践育人，构

建专业课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

全育人”大格局过程中，根据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要全面合理

进行教学设计，立足课程思政教学总目标，遵循“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模式

选择—教学过程管理—教学平台应用—教学评价反思”的路线。

基于“翻转云课堂”的《财务管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包括客观进行思政教学学情

分析，依据学期科学设计教学目标，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优化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供给，创新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科学进行教学评价，以此完整的、特色鲜明的

教学设计来推动课程思政卓越教学，塑造课程思政“高效课堂”。

图 2 《财务管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图



一、课程思政学情分析

（一）行业背景

会计人员的诚实守信、廉洁自律的职业素质一直是国家和企业关注的重点，要求高校在培

养会计专业人才时必须注重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通过专业课课堂主渠道利用多种教学方 式将

德育内涵及职业素养渗透到教学过程，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树立正确观念，全面

提升综合素养，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高尚品质的会计人员。

（二）课程性质

《财务管理学》课程是财会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与会计专业多

门课程有较强的关联性，主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企事业单位会计、财务及相关问题的基本

能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企业财务与管理软件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创业实践能力。课

程主要以财务管理四类活动为主，包含课程概述、资金时间价值、财务管理活动等共计九个

教学单元。

（三）学生学习习惯

在利用专业课进行思政教育时，需要结合学生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财会专

业的学生普遍具有羞怯内敛、不善于表达等特点，对课堂活动参与程度差异性明显；当代大

学生在信息化时代成长，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高，善于运用信息化工具。通过 2020年4月

发放的河南工程学院会计学院各专业学生的课堂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对老师发布的现场翻转

课堂活动，有50%的同学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具有一定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

高效完成学习目标；30%的学生惰性较强，学习主动性需要外界调动；20%的同学存在“搭便

车”行为，自主学习能力不佳，对课堂活动不积极。采用“手机进入课堂”，利用“超星学

习通”“云班课 APP”等教学平台发起的各种课堂活动，学生参与率为100%。

（四）学生的知识能力基础

《财务管理学》课程的开设时间是大二下学期，学生已经学习基础会计和中级财务会计

课程，系统掌握了会计核算的相关知识。但是由于学生是二本招生，普遍基础较弱，所以在

知识的理解和实际应用上可能会感觉到吃力。

针对上述学情分析，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专业课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同向同行 的

育人格局过程中，应该在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处理和教学模式上进行深入研究，以学生

为中心，为学生提供体验式学习、探究式学习、讨论式学习的场景和机会，将培养学生自信

开朗、团队合作等素质植入课程，以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学习财务管理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高

尚道德和良好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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