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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案例 1

二级学院 会计学院 课程名称 金融学

教学团队 韦玮、钱宇晴、廖静、詹婷 授课对象 本科

学 时 48 学 分 3

教材信息 王秀芳主编：《金融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授课章节 第八章 货币均衡 第二节 通货膨胀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课程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包括通货膨胀的分类、原因、治理及相关案例分析，学生

在之前的课程中学习了通货膨胀的含义及测量，对通货膨胀的基本知识有了

一定的了解。

教学目标

1.了解通货膨胀的测量指标。

2.理解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与治理。

3.培育学生宏观经济的全局观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坚

定中国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培养勤奋进取、创新、科学思辨的精神。

教学资源

1.金融学教材

2.委内瑞拉通货膨胀案例

3.通货膨胀视频

重难点

1.重点：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及治理。

2.难点：如何从具体国家或地区发生通货膨胀的案例中辨别出其通货膨胀形

成的原因，提出治理措施。

教学方法

1.讲授法。向学生讲解通货膨胀的分类及发生通货膨胀的不同原因及治理。

2.案例分析法。结合委内瑞拉通货膨胀案例展示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及人

民的危害，分析其发生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及深层次原因。

3.讨论法。结合课前预习给学生布置的任务及本节课的内容，让学生讨论自

己搜集案例中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并从中领悟案例启示。

教学工具
1.多媒体设备。

2.PPT 课件。

预习任务
1.预习通货膨胀的分类、原因及治理。

2.搜集某个国家或地区通货膨胀的表现，分析其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课程思政教育

内容

1. 以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的危害为反面教材，培育学生宏观经济的全局观与

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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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委内瑞拉通货膨胀外因之一是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由此引申出面对美

国霸权主义时国家独立自强的重要性，中国要保持独立自主，团结奋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外，对比委内瑞拉单一而不稳定的产业经济发展模

式，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有着坚强的经济韧性，从而培养

学生的国家荣誉感与自豪感。

3.通过讨论的方式使学生积极主动思考案例启示，领悟课程思政的思想，教

师对学生发言进行课程思政方向的引导。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内容与

思政元素结合）

I.（第 1—5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1.复习上节课关于通货膨胀的含义、分类的内容。

2.通过关于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现象的具有冲击力的图片展示，吸引学生注意

力，引出本次课的内容。

（第 4—5分钟） 结合课程内容融入【案例 1——通货膨胀的危害与可持续

发展】

通过对委内瑞拉恶性通货膨胀现象的展示，教育学生经济发展要有国家宏观

经济全局观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II.（第 6—15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讲授通货膨胀的测量，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

值平减指数

（第 8—10 分钟）结合课程内容融入【案例 2——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在讲授消费者物价指数时，指导学生如何获取统计数据，通过对国家统计局

网站的浏览，了解我们的经济状况，在国家治理层面体现了党和国家高度的

智慧与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而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坚定对国家制度

与道路的自信。

III.（第 15—30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讲授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

1.纸币流通规律说——滥发纸币、信用过度、顺差过大

2.需求拉上说——供不应求、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

3.成本推进说——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或利润推进

4.需求拉上-成本推进说——混合

5.需求移动——结构变

（第 25—30 分钟）结合课程内容融入【案例 3——国家独立自强的重要性】

在讲授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的案例分析——委内瑞拉通货膨胀时，其中提到

其中一个外因是委内瑞拉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与制裁，由此引申出面对美国

霸权主义时国家独立自强的重要性。中国要保持独立自主，团结奋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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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对比委内瑞拉单一而不稳定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有着更坚强的经济韧性，从而培养学

生的国家荣誉感与自豪感。

IV.（第 30—35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讲授通货膨胀的治理，包括调控总需求——紧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增

税、减支、收紧银根）；收入政策。增加有效供给；收入分配制度

V.（第 36—40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布置课堂讨论任务，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与思考，自己主动从案例出领悟出通

货膨胀对个人、企业、社会、国家的影响，以及自己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

在学生经过讨论与思考后，回答在自身所搜集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案例

中，其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并从中领悟案例启示。对于学生的发言，进行

课程思政方向的引导、补充或纠正。

课后作业
1.复习本节课内容。

2.对自己搜集案例国家或地区政府通货膨胀治理行为进行评价。

成效体现

案例分析使学生更形象地理解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课程思政元素

的结合也使学生进一步增强了爱国情怀及国家自信。讨论的方式使

学生积极主动思考，效果都好于教师单方面的灌输。

教学反思

1.将热点的社会事件、经济事件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润物细无声的将思政教

育融合进课程教学中，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育人目标。

2.相信学生的收集信息、分析及创新能力，给予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

与空间，并对其观点及思维模式进行指导与纠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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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案例 2
二级学院 会计学院 课程名称 金融学

教学团队 韦玮、钱宇晴、廖静、詹婷 授课对象 本科

学 时 48 学 分 3

教材信息 王秀芳主编：《金融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授课章节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 货币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课程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包括货币的起源、发展、职能及相关案例分析，学生在

中学阶段学习过相关的基础知识，对该内容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够深入。

教学目标

1.了解货币的起源，理解货币的发展。

2.掌握货币的职能。

3.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国家荣誉感，培养创新精神，增强风险意识，

提高财经素养，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与劳动观。

教学资源

1.金融学教材

2.货币的职能相关案例

3.纪录片“货币”视频

重难点
1.重点：货币的本质与职能。

2.难点：如何理解新出现的货币形态与传统形态的区别。

教学方法

1.讲授法。向学生讲解货币的起源、发展、职能。

2.案例分析法。货币的职能相关案例，分析货币不同职能的区别及货币创

新发展现状及趋势。

3.讨论法。观看记录片视频片段“有价星球”，理解货币的职能。讨论货

币的不同职能在视频中的体现。

教学工具
1.多媒体设备。

2.PPT 课件。

预习任务
1.预习货币的起源、发展、职能。

2.搜集关于数字货币发展的信息。

课程思政教育

内容

1. 中国最早的信用货币“交子”故事来诠释货币形态，使学生体会我国悠

久的文明发展历史。

2. 结合我国推出数字人民币的大胆创新，以及其对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地

位的提升等案例，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国家荣誉感，培养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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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合区块链虚拟币的案例，炒币暴跌的风险，引导学生理性投资，培养

财经素养，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与劳动观。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内容与

思政元素结合）

I.（第 1—5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提问学生生活中什么场合使用货币？货币的形式有什么变化？货币与商品

的比较。通过问题提出与图片展示，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出本次课的内容。

II.（第 6—10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讲授货币的起源，包括东西方货币产生的原因、商品价值表现形式的演变

过程，结论：当某种商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就成为了货币。

III.（第 11—20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讲授货币的发展。

1.实物货币

2.金属货币

3.信用货币

4.电子货币

（第 11—15 分钟）结合课程内容融入【案例 1——中国最早的信用货币“交

子”】

中国最早的信用货币“交子”故事来诠释货币形态，使学生体会我国悠久

的文明发展历史。

IV.（第 20—30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讲授货币的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价值贮藏、世界

货币。

（第 28—30 分钟）结合课程内容融入【案例 2——国家独立自强的重要性】

结合我国推出数字人民币的大胆创新，以及其对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

的提升等案例，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国家荣誉感，培养创新精神。

引导学生理性投资，培养财经素养，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与劳动观。

V.（第 30—40 分钟）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观看记录片视频片段“有价星球”，理解货币的职能。讨论货币的不同职能

在视频中的体现。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与思考，自己主动从案例出领悟出货

币对个人、企业、社会、国家的影响，以及自己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

之后进行发言，教师点评。

（第 38—40 分钟）结合课程内容融入【案例 4——对学生发言中对案例启

示的点评与课程思政方向的引导】

对于学生的发言，进行课程思政方向的引导、补充或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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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
1.复习本节课内容。

2.对自己搜集虚拟货币案例行为进行评价。

成效体现

案例分析使学生更形象地理解货币的知识，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

融合也使学生进一步增强了爱国情怀，培养了财经素养，树立了正确的财

富观。视频+讨论的方式使学生上课兴趣浓厚，积极主动思考。

教学反思

1.将热点的案例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将思政教育融合进课程教学中，能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育人目标。

2.视频的选择一方面不能过于枯燥，也不能过于娱乐，内容与课程吻合，

并有一定的知识拓展。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