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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区块链技术和科技金融已渐渐成为对传统投资学课程改革影响最大的

因素。从人才需求变化与传统培养方案的矛盾和投资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存在明显脱节等问题出发，

通过分析各学科的交叉融合特点，提出了推动投资学专业课程与金融科技的融合、将区块链技术融入

投资学专业教学过程、加强职业规划与应业指导等多条改革路径。从调整课程内容、调整课程模式以

及创建可视化的创业应用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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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

行业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为培养专业

的投资人才，投资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高校必设

的学科专业。然而，传统投资学专业课程的设置

只注重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传授，忽视了与其

他学科的融会贯通，无法将学生培养成适合市场

需求的人才。当前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区块链技

术的运用，为金融行业的全新发展尤其是科技金

融的兴起带来了机遇。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分布式

数据库技术，以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不可篡改

等特性而备受行业青睐。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

的运用使得交易的透明度、安全性和速度都得到

极大的提升。科技金融是一种利用科技手段来满

足发展需求的新型金融服务形态，其中包括了许

多新型金融业务，如众筹、电子支付、P2P 借贷、

虚拟货币等。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和科技金融发展

的需求相得益彰，区块链技术可以为科技金融提

供更加安全、高效、透明、可溯源的解决方案。

例如，区块链技术不仅可以为金融机构打造更加

安全的交易环境，为小额支付提供更加高效的处

理方式，还可以为投资人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和

交易证明等，因此，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

用有着广阔的前景。将区块链技术和科技金融融

入投资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中，可以让学生更加

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规律，学习最新

的金融服务模式，以培养具备多维度思考和创新

能力的专业人才。投资学专业必须紧紧地把握行

业的发展动态，紧跟时代潮流，着手投资学专业

课程的改革，将区块链技术和科技金融融入投资

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中，以培养具备专业投资能力

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因此，本文以学科

融合视域为切入点，对投资学专业课程的改革方

案进行探讨，旨在提高投资学专业课程的实用

性，为培养具有多领域知识和能力的投资人才提

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科融合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在

于将不同的学科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加复杂和综

合的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1]。《学科

融合研究概论：理论与方法》首次提出了全面的

学科融合研究流程，该流程考虑了研究对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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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偏见和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等

问题[2]。学科交叉课程和专业课程相比具有更大

的优势，可以通过淡化传统文理工分科观念、促

进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开发基于问题的学习

场景等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从而

适应未来多变的工作环境。学科融合不仅需要获

得政策的支持，还需要教育机构负责人的支持和

指导[3]。同时，学科融合课程改革应该注重对学

科知识的理解，实现多种认知方式的整合，使课

程变得更加有机和丰富[4]。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也需要尽可能地使用现代技术来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5−6]。 

    投资学专业课程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既

可以丰富和拓展课程的内涵，又可以提高课程实

用性，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科交

叉融合可以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7]。例如，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

科技运用至金融领域，可以使学生对现代金融行

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又如，将财务管理、市场

营销等学科与投资学交叉融合，可以让学生更加

深刻理解金融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学科交叉

融合可以使得投资学专业课程更具实践性和适

应性，在实际的金融市场中更加应景。例如，将

区块链技术、科技金融融入投资学课程，可以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新兴技术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作

用，从而对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8]。由此，通过多学科交叉，不仅可以提高

投资学专业课程的实用性和综合性，也可以更好

地展现投资学的实践价值[9−10]，从而为学生的跨

学科、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有益借鉴。 

    三、传统投资学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需求变化与传统培养方案的矛盾 

    随着区块链技术与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金

融行业的人才需求也出现了很大变化。首先，市

场对掌握区块链技术的人才需求也持续上升，金

融领域和其他行业都在大幅引进掌握区块链技

术的人才。由于传统投资学专业课程的培养方案

一般不涉及区块链技术的教学，所以缺乏掌握该

技术的师资力量。其次，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

发展，金融行业的服务模式也随之改变。传统的

投资学专业课程的培养方案过于注重理论知识

的传授，忽略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另外，

传统的投资学专业课程所覆盖的知识面比较窄，

主要涵盖证券、金融等领域，但是区块链技术的

应用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包括数字货币、智能

合约、供应链金融等内容。随着区块链技术与科

技金融的发展，传统投资学的培养方案面临挑

战，纯理论教学难以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不

仅需要将教学目标转向培养拥有跨界技能和创

新精神的综合型人才，也要将区块链技术相关的

内容融入投资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以适应新时

代发展的需求。 

    (二) 投资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存在脱节现象 

    目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学

专业的课程设置虽然得到了重视，但是大多数高

校仍然以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为教学目的，忽视

了教学内容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和对学生实践操

作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存在任课教师对新课程改

革认识不足等问题。投资学专业所设置的课程通

常包括投资学基础、投资学概论、证券分析、投

资组合管理、金融市场等，学生需要了解和学习

经济学、财务管理、信息技术、统计学等学科领

域的知识[11]。此外，由于课程设置的实践环节也

比较少，所以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难以在投资实

践中得到检验。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投资学学生

专业能力的提升，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

境。当前，各高校虽然尝试改造传统的金融专业，

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具体的课程设

置以及教学方法方面，缺乏有效的参考。 

    四、学科融合视域下的投资学专业课程改

革路径 

    当前，全球生产正在向信息化、知识化转

型[12]。在这个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中，各

国高等教育都将提升全球竞争力视为教育改革

的重点[13]。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已将积极推动学

科融合研究视为全面实现其自身发展的自觉行

动[14]。促进学科融合不仅成了生产创新型科研成

果的方式，也对其他课程体系改革带来启发[15]。 

    (一) 推动投资学专业课程与金融科技的融合 

    通过对投资学专业课程现状的分析，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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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前投资学专业设置的金融科技课程的高校

比较少，且较为传统，与金融行业技术的迅速发

展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重视科

技金融在投资学专业课程中的应用，促进金融科

技与投资学知识的交叉融合，创新金融科技的教

学方法，注重与行业的深度合作，以提高投资课

程的实用性。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投资决策过程

中，信息对称的确非常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无

法获得所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会使得投资者在

决策时面临困难，甚至可能导致错误决策。金融

科技则可以通过提供更准确、及时的数据和分析

帮助我们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数据挖

掘、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预测

市场走势，制订出合理的风险控制方案。 

    (二) 将区块链技术融入投资学专业教学过

程中 

    区块链作为一个全新的技术，已经在金融行

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投资学专业的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发展和实践机会。因此，在投资学专业

课程中引进区块链技术，开展区块链技术的理论

教学和专业实训，加深学生对区块链的理解。掌

握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开发，对学生提升实践能

力和实际操作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过程中，需要遵循当地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安全和避免法律风险。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政府部门会对其进行引导和监管。学生需

要学习和关注相关政策，以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

中更好地适应和理解相关行业。 

    (三) 多元课程建设与职业规划助力 

    要推动课程建设多元化，开展在线学习、远

程教育等多种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跨学科、全方

位地学习和思考专业知识，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此外，要帮助学生制订完备的

职业规划，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与融资创新培

训，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具体来

说，通过开展在线学习、远程教育等多种教学方

式，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职业规划可以

使学生了解自身的兴趣和潜力，明确就业方向，

以更明确的目标来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和创

业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和应对未来的机遇和挑

战。总的来说，推动课程建设多元化和职业规划

的完善，是投资学专业教育的必要环节。 

    五、相关启示与建议 

    基于学科融合对传统投资学课程体系改革

和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作用提出以下三个方面

建议： 

    第一，调整课程内容。金融科技人才培养的

基础课应该包括大数据概论、人工智能基础以及

区块链技术原理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

根据不同院校的不同需要设置不同的课程。例

如，应用型本科可以增加非现场审计、通用经济

学、数字货币、数据结构以及大数据决策应用等

课程。面向研究型本科院校，我们可以加入相关

内容，例如架构管理、区块链底层开发等内容。 

    第二，调整课程模式。对于传统的金融类专

业，可以提出三种融合的方案。第一种是金融+

科技型，即在现有的专业体系中增加一些科技元

素，来丰富专业课程的内涵，在专业基础课程中

培养学生的专业认知和实践能力。第二种是科

技+金融型，即在工科类院校开设金融科技方向，

促进金融科技产品在设计的过程中更贴近用户

需求。第三种是构建全新的金融科技专业，结合

区域特色和院校定位来打造一个新的学科。 

    传统课程体系改革应以现代技术应用为契

机，以产业的用人需求为核心，以学习平台建设

为支撑，以学生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情境式参

与，以师资培训为助力，构建教育过程的全闭环。

而要实现上述目标与过程，需要靠教育界与产业

界的紧密合作和沟通，共同推进人才培养需求，

提出可行的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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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develop,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e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ost forward-looking directions that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investment courses. Starting from the contradi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talent demand 

and traditional training performance, and other problems as the obvious gap between the investment course 

syste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his research put forward three reform paths, a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vestment courses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integrat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investment courses, and building diversified curricula to assist career planning. It 

also gives relevant inspiration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adjusting course content, adjusting course models, 

and creating a visual entrepreneurial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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