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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includ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main body of which i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requires not only students to learn well, but also teachers to speak 

well. This paper only analyzes some contradiction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onetary 

banking by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teaching of statistics major in our universi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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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其主体是教师和学生。这不仅要求学生如

何去学好，同时要求教师如何去讲好。本文仅结合我校统计学专业的实际教学

来分析《货币银行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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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门学科基础课，《货币银行学》阐述的是货币，信用，银行，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金融宏观调控等基本范畴以及货币银行方面有关基本理论，基本业

务的基础知识。其教学目的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货币银行方面的

基本理论有较全面的理解和较深刻的认识，对货币，信用，银行，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金融宏观调控等基本范畴有较系统的把握。

2  教学过程中的几点矛盾

就统计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学习货币银行学的目的更多的侧重于：掌握基

本的金融学范畴和理论、提高综合判断和分析金融现象的能力、具有与其他专

业课程结合的创新精神。但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很多学生没有分清主次，很多

年轻老师对本课程的把握程度有限，造成一系列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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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及范围广，知识面大与学生薄弱基础之间的矛盾。

本课程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其中的知识点非常丰富，而学生在学习本课

程前没有接触经济、金融学的相关课程，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尤其是

现有的高考制度隔绝了学生对经济生活动态的联系与了解，薄弱的基础使得学

生在刚刚接触经济金融课程时甚是迷茫，无从下手。

2、课时少与知识点多的矛盾。

作为基础课程，货币银行学所涉及的基本知识点很多，而每门课程的学时

安排是固定的，这就要求有些知识点需精讲，而有些知识点只能是提出来，让

学生课后自己查阅资料来学习、巩固。

3、知识框架与课程安排的矛盾。

这点可以作为矛盾，但也不能完全称其为矛盾。课程的整体框架相对而言

是稳定性的，但经济快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不

能死跟教材，必须对教材中的一些知识点进行顺序上的改动，以利于后续课程

的进行。

3  解决矛盾须从教与学两方面着手

（一）教师是“教”的主体，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

1、因材施教

这分为两个方面：课程安排和教材选择。

第一，首先将培养方案中的货币银行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授课顺序上做适当

调整，其次，在讲授货币银行学时，需安排适当学时数阐述与本门课程相关的

政治经济学知识，并建议学生课后翻阅相关教材。

第二，教材的选择。教材可以说是统计学专业本门课程的启蒙老师，一本

适当的教材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要适当的更换教材，不能一味地

使用同一本所谓的经典教材。

2、充实自我，充分备课

笔者认为备课充分在教学中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个教师最基本的素质所在。

作为一个教师，不论其口才多好，也不论其调动学生积极性的能力有多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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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其教学效果肯定差强人意。因此，教师需要不断学习，

更新自身的知识，并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

货币银行学是统计学的学科基础课，所涉及的基本知识点很多，要想在有

限的和规定的课时讲好，使学生能了解如何学习本课程，教师必须熟悉所讲课

程内容及其基本理论框架，了解理论的创立过程及其最新发展，同时要了解与

其相关的课程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和精炼地介绍基本理论

和基本概念，也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复杂的理论体系讲清楚，让学生更容

易理解。

3、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教学效果也会因此而不同。

（1）转换角色：引导者而非讲授者

教师主讲是上课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发挥

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和主动作用，形成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教学。作为引导者，

教师可从课前，课堂，课后三个环节来扮演这一角色。课前，给出下次课所要

讲授的章节及重点内容，并给出思考题让学生有目的性的预习，以便上课时能

更好的与教师互动。课堂上，对于抽象的名词、概念不仅仅是给出简单的名词

解释，更应该给出具体的例子来讲解，之后，或者给出案例让大家讨论，或者

让学生自己举出在生活中遇到的经济现象，然后加以分析，以此来发散学生的

思维。课后，教师可以多做课后辅导，例如与学生交流对某一事件的心得等等

与学生互动，或者留一定量的课后作业，学生组成小组讨论学习，更有利于学

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吸收。

（2）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近几年，各高校已基本安装完毕多媒体教学设备，并经常会要求教师参加

多媒体教学竞赛等，通过这些竞赛不断地提高了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水平。

教师不应只是为了参加竞赛而制作那几节课程的多媒体，而应该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使用多媒体教学，以此来增加课堂学习的生动化，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货币银行学作为基础课，有部分理论知识，例如货币需求这一章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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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理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等，对于这部分内容，

只讲理论学生就会觉得很枯燥，那么教师可以穿插一些学生熟知的内容或者结

合我国的实际来讲解，这样可以改变课堂沉闷的气氛，加深学生对所讲述内容

的理解，最后，为了活跃气氛，培养学生的表述能力，可以在课堂上的前几分

钟让学生上来讲解其预习的内容以及自己的理解，这样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理解

程度来针对性的讲解，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节省课时，提高教学效果。

老师的教育方式及讲解程序与学生的配合，自主性学习之间的矛盾。

（二）学生是“学”的主体，学习货币银行学时学生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明确经济学素养是专业学习基础。

为了给后续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数学基础，也为了给部分同学提供考研数

学的前提环境，培养方案中的数学课时分配较多，使得学生在第一次接触经济

学课程时，认为需要对部分理论做推导，看不进去课本，更没有心思在课外了

解相关教学内容，这不利于教学，学生必须转变思想，认清数学与经济学时专

业学习的基础。

2、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努力配合老师的

教学安排。货币银行学在课程安排上放在西方经济学之前，学生经济学知

识薄弱，教师上课时可能会提前提出一些经济学名词，学生应该在课下及时查

阅一些相关资料，了解名词的涵义，不应该有排斥心理，认为课本上没有的就

不应该讲，或者认为课本上这些知识点放在后面，前面讲到可以不予理会。

3、做好课前预习，课堂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课后复习巩固。

有疑问要及时向老师请教，真正做到将老师所讲转化吸收为自己所学。

4、多浏览一些书籍（如《货币战争》，《资本战争》等），报纸，杂志，网页，

多关注金融动态，有目的的将所学知识融入到对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增强对课

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自身的分析能力。

4  结束语

货币银行学教学是一个渐进性的启迪、感悟过程，需要长期的耳濡目染。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互为主体，都必须积极参与课堂，才能在“课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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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多”的情境下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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