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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专业大学生金融素养培养的思考

———以证券投资模拟实作课为例

●郭雪莲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的快速普及,金融素养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财务管理,也对

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非金融专业的大学生是金融市场的潜在消费者,应该加强金融素养的

培养,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我校非金融专业大学生金融素养

的状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能为提升非金融专业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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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金融素养的重要性和培养渠道

金融素养是指个人理解和有效运用金融信息，做出合理

的金融决策，以实现个人金融健康和财富积累的能力，具体

包括对基本金融概念的理解、金融风险的认知、理财规划的

能力等诸多方面。 最近几年，金融素养已经引起国内外学

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教育政策，将金

融素养教育纳入教育体系，这对大学生金融素养的提升有着

深远的意义。 一般来说，金融素养包括三个层级的含义：

第一是知识层面(金融基础知识、理财知识和投资知识)，第

二是能力层面(财务规划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和决策能力)，

第三是行为层面(理性消费行为、储蓄和投资行为和金融信

息获取和分析行为)。 培养大学生的金融素养，可以使其养

成健康的消费习惯，为未来的财务规划奠定基础。

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将金融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

大学生金融素养培养的渠道有学校教育、家庭培养和社会学

习。 在校大学生主要通过课程学习、金融实践活动和自我

学习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金融素养。 通过在课程学习中融

入金融实践活动，可以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学习

金融知识的兴趣。

以证券投资模拟实作课为例的问卷调查分析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大学生金融素养评价体系，

无法对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科学、客观评价，这使得

学校和社会难以有效了解大学生金融素养培养的成效，也无

法有针对性地改进教育方法和策略。 本文以证券投资模拟

实作课为例，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金融素养培养进行了研

究。 证券投资模拟实作课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模拟真实证券

市场的环境，让学生在无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投资操作，是金

融素养中金融实践的重要的学习课程。 对非金融专业上课

班级的学生发放了３００份问卷进行调查，具体调查结果分析

如下。

(１)针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是否接受过金融

教育进行了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接受过金融教育的学生

中，５８．８８％的人有系统地参加金融课程，而２６．４５％的人仅

参加了一些金融讲座或活动；只有１４．６７％的人表示没有接

受过任何金融教育。 这表明大多数学生在大学期间都接受

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教育，尤其是系统的课程。 然而，仍有

接近一成五的学生未接受任何金融教育，这可能影响他们未

来的金融素养和决策能力。

(２)针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的金融知识的调查，问卷数

据显示：很多大三学生参加证券投资模拟实作课之前，对证

券投资知识的了解程度较低，且参与者在参加证券投资模拟

实作课之前的了解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只有３．８１％的

参与者表示“非常了解”，而２０．９５％的人表示“有一定了

解”，大 多 数 参 与 者(５８．１％)表 示 “了 解 较 少”， 还 有

１７．１４％的人选择“完全不了解”。“了解较少”和“完全不

了解”这两个选项的比例合计达到了７５．２４％。 这表明，绝

大多数参与者在进入实作课之前，对证券投资的知识储备相

对有限。

(３)针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是否有过金融行为进行的调

查，数据分析显示：第一，在受访学生中，储蓄(６０．０４％)和

购买保险(４９．６１％)是最常见的金融行为，显示出人们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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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全和风险管理的重视。 第二，申请助学贷款(５５．９８％)

的比例较高，表明教育投资在经济决策中占据重要位置。

第三，使用信用卡(３９．１９％)的比例也较高，反映出消费者

的消费习惯。 第四，相比之下，投资股票(１９．１１％)、投资

基金(１７．１８％)和购买理财产品(１６．４１％)的比例相对较低，

可能表明受访者对这些投资方式的认知不足或风险偏好

较低。

(４)针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是否会制定个人财务预算进

行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７３．３％)会制定

个人财务预算，其中３４．９４％的人会制定预算但执行不严

格，３８．４２％的人偶尔会制定预算。 而只有１６．８％的人会严

格执行预算，８．８８％的人从未制定过预算。 这表明，虽然大

部分人意识到制定财务预算的重要性，但在执行上存在较大

差距。

(５)针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实作课对专业

学习的帮助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大部分人认为证券

投资模拟实作课有比较大的帮助，而认为没有帮助和帮助不

大的人占比极少。 其中，４９．５２％的人认为有很大帮助，

４８．５７％的人认为有一些帮助，合计占据了９８．０９％的比例，

显示出课程的积极影响。 仅有１．９％的人认为帮助不大，且

没有人认为没有帮助。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参与者普遍对

课程持正面态度，表明课程内容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较为有效。

(６)针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实作课遇到的

最大困难进行的调查，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分析结论：在课程

学习过程中，参与者普遍面临的困难主要集中在缺乏投资知

识和技巧(８４．７６％)以及难以分析市场行情(９３．３３％)，这两

项的比例均较高，显示出学习者在理论知识和实战分析能力

方面的不足。 相比之下，模拟交易平台操作不熟练的问题

反映出较低的关注度(４４．７６％)。

(７)针对非金融大学生家庭有进行金融投资进行的调

查，数据分析显示：家庭进行金融投资行为的情况显示出明

显的分布特征。 选项B(从来没有)占据了最大的比例，达

到３７．７％，这表明相当一部分家庭并未参与金融投资。 选

项C(听说过有)和选项 D(家里亲戚有)分别占２７．３４％和

２２．８５％，显示出虽然参与度不高，但仍有较多家庭对金融投

资有所了解或有间接接触。 选项 A(一直有)仅占１２．１１％，

说明积极参与金融投资的家庭相对较少。 综合分析，家庭

金融投资行为的积极性不高，可能与缺乏相关知识、信息不

对称或风险意识有关。

(８)针对非金融专业大学生应该开设哪些金融课程或活

动来提高大学生的金融素养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大

学生对金融课程和活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金融基础知识和投

资理财方面。 其中，金融基础知识课程的支持率最高，达

到８５．１４％，显示出学生对基础金融知识的迫切需求。 投资

与理财课程也获得了较高的支持，比例为８０．５％，表明学生

希望提升个人理财能力。 此外，金融模拟交易活动和金融

知识竞赛的支持率分别为７０．２７％和６１．５８％，说明学生对实

践性和互动性强的活动有较高的兴趣。 邀请金融专家举办

讲座的比例为５８．４９％，显示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渴求。

非金融专业大学生金融素养培养的思考———以证券

投资模拟实作课为例

(１)从问卷调查中反映出非金融专业的学生对金融知识

和技能非常感兴趣，认可金融知识的重要性，但是非金融专

业大学生金融素养存在缺失。 需要继续金融知识拓展与深

化，逐步增加金融类的公共选修和专业选修课，同时增加跨

专业的金融实践和金融实习。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 OBE导

向下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课程“课、证、赛”一体教学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让非金融专业学生课程知识同实践操作能力

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使得学生通过证券模拟实作课实际

操作，把专业的知识与横向学科及仿真实作连接转变为一种

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２)从问卷调查中反映出非金融专业学生认为课程的学

习帮助性很大，同时大多数人对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

中持乐观态度。 积极进行新经济、新文科背景下经济学院

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

学生金融素养提升活动纳入第二课堂，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的

金融知识应用到实际操作中，提高实践能力。 这种方式可

以节约正常的教学学时，增强学生对金融市场的感性认识和

实际操作能力，引发他们的自主学习动力。 同时，举办

“金融知识进校园”“金融知识比拼”和“ETF菁英挑战

赛”等比赛等活动，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提升其金融素

养，拓宽知识面和竞技面。

(３)从问卷调查中金融行为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非金

融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主要有储蓄、使用信用卡、购买保险和

申请助学贷款等最常见的金融行为，相比之下，投资股票、

投资基金和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相对较低，可能表明受访者

对这些投资方式的认知不足或风险偏好较低。 可以采取对

应的措施如下：第一，加强金融知识教育。 学校和家庭应

当加强对学生金融知识的教育，包括信用卡和花呗的工作原

理、利息计算方式、信用记录的重要性等，可以通过开设金

融课程、举办金融知识讲座等方式，让学生了解金融产品的

风险和收益，提高金融素养。 第二，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让他们明白需求和欲望的区

别，鼓励学生制定消费计划，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

求进行消费。 第三，合理设置信用额度。 银行和花呗等金

融机构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信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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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从问卷调查反映出，证券投资模拟实作课程激发了

学生的金融知识的兴趣，学生对金融分析和投资的重要性有

了一定认识，但是证券投资模拟交易的参与度不够，对投资

风险存在抵触。 可以采取以下改进措施：建立课程学习的

QQ群和长江雨课堂学习平台，积极发布市场变化的信息和

交易的事项，增加课程中模拟交易的相关内容和互动环节，

鼓励学生进行更多的实践，实时解答，促进跨学科、跨专业

的综合实践能力提升。 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非金融专业

金融素养课程体系，对于提高学生的金融素养、促进个人和

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课程建设过程

中，应注重课程目标的明确性、课程内容的实用性、趣味

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课程评估的科学性以及课程资源的

丰富性，同时加强师资团队建设，为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保

障。 第二，采用反思性和总结相结合的期末考核方式。 课

程的期末考核采用实验报告的形式，引导非金融专业学生在

选修课的课程学习阶段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 报告具

体包括确定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等因素，并

根据这些因素选择适合的投资组合，分析哪些投资决策是正

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并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投资策略。

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的投资思路，为未来

金融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思路。

(６)从问卷调查中反映出非金融专业的学生的家庭对金

融产品的接触不多，缺乏金融教育氛围。 改善的措施如

下：第一，在课程中会鼓励学生与家长进行家庭金融对话，

布置一些家庭作业。 例如，要求学生与家长针对自己喜爱

的商品的价格进行讨论，分析商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购买房产、汽车等大额消费时，要求学生与家长商讨家庭财

务决策，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贷款的概念、利率的影

响，以及家庭如何通过财务规划来应对这些开支。 第二，

定期推荐阅读金融相关书籍。 针对非金融专业的学生，尽

量推荐生动有趣的故事，由简单到深奥，如《穷爸爸富爸

爸》《中国是部金融史》《股票大作手回忆录》《博物馆里说

金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反脆弱：从不

确定性中获益》等系列书籍；第三，定期推荐金融教育节

目，利用电视、网络平台上的金融教育节目或纪录片，潜移

默化地提升家庭成员对金融素养的重视，正确传播金融知

识，帮助家庭成员共同提高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提高

家庭的理财能力。 例如，观看《央视财经评论》《华尔街日

报》《彭博商业周刊》《天下财经》等视频节目。 第四，邀

请父母检查学生的平时作业并签字。 鼓励学生把证券投资

模拟实作课的作业分享给家长或亲戚，让大家一起培养对金

融知识的认知。 同时，借助证券投资模拟实作仿真模拟平

台，学生可以进行仿真交易，与家长分享自己的仿真交易的

盈亏情况，尝试与有投资经历的家长或亲戚讨论盈亏的原

因。 通过评估和反思，不断优化仿真交易的投资决策。

总之，非金融专业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培养需要学校、家

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通过课程学习、实践活动和自我学

习等多种方式，非金融专业大学生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金融

素养，做到合理规划生活费、有效储蓄与财富积累、理性消

费决策、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理性地参与经济生活和拓

宽职业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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