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课程教学是知识传递的有效途径，课程改革为

了提高教学效果，亦是专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吕佳等（2018）从专业教学基本情况、专业教学内容

以及专业教学实践角度分析如何进行实践教学改

革探索[1]。谭金娥（2018）深入分析当前高校教学改

革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教学改革的建

议[2]。张驷宇（2018）分析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

并提出了促进该模式教学效果的建议[3]。陈琴、张

德容（2018）分析了前教学阶段、教学阶段和后教学

阶段如何进行研究性学习 [4]。李香萍、袁洪华

（2018）提出重新设计教学内容和强化谈判技巧训

练等方式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发展[5]。马倩倩（2018）

从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成绩评价分析了

职业学生以岗位为导向的课程设计[6]。可见，现有

进行教学改革的研究很多。金融综合业务实训是

金融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最重要一门课程，作为我

院开展时间较短的专业，教研室一直在不断的尝试

探索，试图为该门课程探索一个适合教与学、有特

色的课程教学模式。

1 研究内容

1.1 基本情况介绍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管理专业于 2012年秋

季开始招生，开设课程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和信

托的理论与实训课程。

金融综合业务实训是金融管理专业学生在学

习银行、证券、保险课程基础上，开设的一门综合实

践课程。

2012 级、2013 级和 2014 级金融管理班学生在

校内实训，从2015级金融管理专业学生开始对该课

程进行改革，2015 级和 2016 级金融管理班各分两

批，一批学生在校外企业进行为期四周的校外企业

顶岗实训，另一批学生在校内金融实务实训室进行

同步实训。在校内金融实务实训室使用如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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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软件采用深圳智胜有限股份公司的银行仿真

实训软件和银行竞赛软件，证券采用国泰安股票模

拟交易软件，保险软件采用深圳典阅有限公司的保

险实务软件。

为了促使教学模式更适应高职教育的需求和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4年版）的要求，从2015级金融管理专业学生开

始对金融综合业务实训课程进行改革。

1.2 分组情况

企业现场实训是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

行学习实训，其工作环境的真实性、客户的真实性

和工作任务的真实性是校内仿真实训所不具备

的。为了便于观察，本文将只在校内金融实务实训

室进行实训的 2012 级、2013 级和 2014 级金融管理

班学生作为对照组，2015级和2016级金融管理班作

为观察组，先在校内进行为期四周的实训后再到企

业进行为期四周的培训作为观察组 1，先在校外进

行为期四周的实训后再到校内进行为期四周的实

训作为观察组2。分组结果如下：

对照组：2012级、2013级和2014级金融管理班

观察组 1：2015 级和 2016 级金融管理班（先校

内后企业）

观察组 2：2015 级和 2016 级金融管理班（先企

业后校内）

1.3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校内实训，包

括学生的实训纪律情况、实训态度和实训报告书写

情况；另一部分是校外企业实训，增加了企业实训

鉴定成绩和校外实训总结报告。其中：企业考核鉴

定表包括学生的主要工作成绩及奖惩情况总结；实

训企业填写学生求知和工作方面情况，然后经理或

者主管给出评价并打分。校内实训报告包括：实训

项目名称；实训目的、准备及要求；实训设备与器

材；实训步骤及内容；实训分析与结果；实训收获与

评；教师评议。

研究样本均为应届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开

课时间均为第4学期后8周，具体信息整理如表1。

我校金融管理专业招生规模较小，每年均维持

一个教学班。从表 1可以看出，2012级学生中男女

比例近似为 1:2，其余均近似为 1:1。学生赴企业进

行校外实训时：安排的学生男女比例均近似为 1:

1，并同时选定男女生小组长。

2 结果分析

对 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和 2016级

金融管理班学生校内教师记录、校内实训报告和校

外实训鉴定表进行总结。

2.1学生校内外实训情况分析

通过实训期间纪律、实训态度和实训报告书写

等三个指标对比观察组1、观察组2和对照组的情况

汇总如表2。

从表 2可以看出，学生在校外进行为期四周的

实训后，在实训纪律、实训态度和实训报告书写都

有了较大进步。据学生反馈情况（金融综合业务实

训课程结束时，校内实训教师会召集学生开总结

会，要求学生提前总结，每位同学上讲台汇报自己

的情况，反馈真实的实习经历）和校内指导教师到

企业访谈发现：对校外指导老师不熟悉；比较拘谨；

担心校外指导教师不能给较高的实训分数；校外实

训场景更真实，学生更喜欢；学生对校外实训的工

作场景更容易接受，对待实训的态度更认真。可

见，学生对校外实训指导教师的陌生感需要一定的

时间消除；学生把在企业养成的良好习惯带到校

内，较好地遵从校内纪律，加强学习；企业的真实环

境更具有吸引力。

2.2 学生对课程意见分析

学生对课程安排的意见、对校外实训企业的意

见和自己的收获与不足等三个指标对比观察组 1、

观察组2和对照组的情况汇总如表3。

从表3可知，观察组1和观察组2的学生比对照

组的学生更认真，更有收获。且观察组2比观察组1

的学生认识更深刻，收获更多。通过学生的总结会

汇总的原因：相比校内实训而言，企业的真实环境

吸引着学生、驱动着学生去完成实训任务；企业的

真实任务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校外实训可能会有

业务提成奖励。校内实训时，老师讲解任务操作，

布置任务，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总结

表1 研究样本基本情况

年级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数/人

34

18

33

30

20

男生/人

11

8

15

14

11

女生/人

23

10

18

16

9

对照组

观察组1

观察组2

表2 校内外实训情况汇总

实训期间纪律

一般

一般

较好

实训态度

一般

一般

较认真

实训报告书写

一般

一般

较完整

因素
组别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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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表现。学生对此兴趣不浓；缺乏自律；不认真；

认为老师不会难为自己的实训分数。另据校外指

导教师和负责人访谈意见反馈的意见：学生对企业

的真实工作很有兴趣；能够积极回答校外指导教师

的提问，甚至能给校外指导教师出谋划策；学生能

够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从不迟到早退。

2.3 学生成绩分析

下面通过对学生成绩、成绩评定组成部分和成

绩分布等三个指标对比观察组1、观察组2和对照组

的情况，见表4。

从表 4可知，相比“先校内后企业”模式，“先企

业后校内”模式更有助学生遵守校内纪律，加强校

内学习，提高学习成绩。汇总学生总结会表述的情

况：先在企业实训有助于培养自己的习惯；先在企

业实训有助于激发实训的兴趣；先在校内实训使自

己延续之前的习惯，到企业后有无所谓的心态；先

在校内实训使学生对实训失去兴趣。

另据校外指导教师和负责人的访谈情况汇总：

第一批到企业的学生更能很快适应企业工作环境，

更能积极主动学习，遵守纪律方面等表现更好。他

们认为，第二批学生经过校内实训，对实训内容有

一定的了解，所以到企业后就不认真，不积极，没兴

趣等。

3 结论及启示

3.1 研究结论

通过对观察组1和观察组2以及对照组的比较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3.1.1“实训室+校外企业”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学习

对比对照组，可以看出，观察组1和观察组2的

学生无论在学习态度和学习内容上，还是在学习成

绩上均具有较大的提高，这说明学生在学习期间有

机会到企业实训，学习效果会得到较大提高，“实训

室+企业”教学模式在金融综合业务实训课程上的

改革应用是成功的。

3.1.2“实训室+校外企业”教学模式有助于专业建设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 1 和观察组 2 的学生均取

得了一定的进步，为金融管理专业其他课程的改革

奠定了基础，为金融管理专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3.1.3“先企业后校内”模式更有助于学生学习

对比观察组 1，发现观察组 2 的学生成绩更优

秀，这说明通过在校外企业实训，学生更加认识到

学习的重要性和校内实训的优点，促使他们更加珍

惜校内实训，努力提高成绩。

3.1.4 校外企业实训带给学生更真实的场景和任务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校外企业具有真实的实训

场景和实训任务，更能激发学生实训的兴趣，培养

学生养成遵守实训纪律、严格实训的习惯等。

3.2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实训室+校外企业”教学

模式有助于教学和学生学习，但也未达到最佳效

果，仍需不断努力进行教学模式改革。此次课程教

学模式改革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3.2.1 课程改革尝试有助于教学和专业建设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课程改革有助于学

表3 学生对课程意见汇总

组别

观察组1

对课程安排

的意见

多数学生只是

应付性的提意

见，多表扬，基

本不批评。

60%学生反映

更喜欢企业，

认可“实训室+

企业”的教学

模式改革。

90%学生认可

“ 实 训 室 + 企

业”的教学模

式改革，并建

议增加校外企

业实训时间。

对校外实训

企业的意见

多数学生能够

深入说出校外

实训企业带给

自己的帮助

多数学生能够

深入说出校外

实训企业带给

自己的帮助，

并能与校内实

训室进行对比

自己的收获

与不足

多数学生对课

程的认识，但都

不深入。

突出校外企业

实训效果，忽略

校内实训室的

作用，对自己有

较清晰的认识。

更能全面分析

校内实训室与

校外企业带给

自己的帮助，对

自我认识深刻。

表4 学生成绩评定结果

成绩评定组成部分

校内点名占 30%、

课堂表现占30%和

实训报告占40%

校内点名占 15%、

课堂表现占 15%、

实训报告占 20%、

企业实训鉴定成绩

占25%和企业实训

总结报告占25%

校内点名占 15%、

课堂表现占 15%、

实训报告占 20%、

企业实训鉴定成绩

占25%和企业实训

总结报告占25%

成绩分布

合格分数较多，

良好分数一般，

优秀分数较少

合格和优秀分

数较少，良好分

数较多

合格和良好分

数较少，优秀分

数较多

成绩评定指标

校内实训评定

校 内 实 训 评

定+校外实训

评定

校 内 实 训 评

定+校外实训

评定

对照组

观察组1

观察组2

因素
组别

因素

对照组

观察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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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从而有助于教师教学，进而有助于金融管

理专业建设。可知，教学课程改革和专业建设一直

在路上，我们需要不断前进。

3.2.2 课程改革的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 1 和观察组 2 均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进步。观察组2比观察组1的教学模式更

有助于学生学习。可见，校外企业实训有助于学生

学习和教学，但究竟把实训课程全部安排在企业，

还是企业实训占更大比重等，我们仍需不断尝试，

不断探索，找出一种更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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