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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保险学

课程英文名 Insurance Studies 双语授课 □是 否

课程代码 05122146 课程学分 2 总学时数 32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其他

课程形态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混合式

□社会实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闭卷 开卷 □课程论文 □课程作品 □汇报展示 □报告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其他 （可多选）

开课学院 财经学院
开课

系(教研室)
金融系

面向专业 金融工程 开课学期 第6学期

课程负责人 张秋菊 审核人 余函

先修课程 金融学

后续课程 金融理财

选用教材
李淑娟主编. 保险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参考书目

1.魏华林、林宝清主编. 保险学（第四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张洪涛主编. 保险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孙祁祥著. 保险学（第七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课程资源 无

课程简介

保险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学是本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

课程既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也是一门应用类课程，以保险经济关系作为研究

对象，包括保险原理、保险实务、保险经营和保险市场与监管等内容体系。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树立风险管理与保险意识，独立运用所学理论对保险领域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同时，本课程帮助学生掌握观察和分析保险问题的

正确方法，培养辨析保险理论和解决保险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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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表 1 课程目标

序号 具体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认识保险在经济、金融及贸易领域的重要作用，了解国内外保险发展的现状；掌

握保险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原理，掌握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的内容；熟悉保险经营的基本环节和保险市场的运作

程序、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熟悉保险行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理解制定保

险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

课程目标 2

掌握观察和分析保险问题的正确方法，具备运用所学知识阐释和解决现实中保险

问题的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保险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具备学习

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课程目标 3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爱国情怀和较高的政治素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坚定的理想信念；具备良好的社会职业道德。

表2-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1：思想道德【M】

1.2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

认同及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3

毕业要求3：专业知识【H】

3.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专业理

论基础，熟悉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经营管理、国

际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对金融工程领域

的知识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1

毕业要求4：专业能力【H】

4.3能运用所学的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知识

对经济环境进行分析、预测，并能将其应用于今

后的业务决策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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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与方法

表3 课程目标、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内容 学习任务 课程目标 学习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

学

时

1 保险概述

1.风险与保险
1.拓展阅读：新中国保险

业发展史。

2.讨论：保险在现实生活

中的作用。

3.课后作业

3 重点：

1. 理想可保风险的条件。

2. 保险的内涵、特征及其构成

要素。

难点：

1. 识别可保风险。

讲授法：引导学生理

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案例教学：分析

保险案例。培养学生

解决保险实际问题的

能力。

4

2.保险的概念 3

3.保险的产生和发展 3

2 保险合同

1. 保险合同的特征与形式

1.讨论：保险合同争议处

理案例。

2.课后作业

1 重点：

1.掌握保险合同的的主体和构

成条件。

难点：

1.保险合同订立的主要程序。

2.保险合同变更的方式，导致

保险合同终止的主要原因。

讲授法：引导学生理

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案例教学：分析

保险案例。培养学生

解决保险实际问题的

能力。

8

2.保险合同的要素 1

3. 保险合同的运行 1

4. 保险合同的争议处理 2

3
保险基本原

则

1. 保险利益原则 1.讨论保险基本原则的应

用案例。

2.课后作业

2

重点：

1.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

则的主要内容。

难点：

1.理解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对

讲授法：引导学生理

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案例教学：分析

保险案例。培养学生

解决保险实际问题的

10

2. 最大诚信原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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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的时效要求有何不

同。

2.理解近因的内涵，对近因进

行判断。

能力。3. 近因原则 2

4. 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原

则
2

4 保险实务

1. 人身保险

1.调查保险市场上现有的

保险产品。

2.课后作业

1 重点：

1.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的保险

责任与赔偿方式。

难点：

1.狭义财产保险与广义财产保

险的区别。

讲授法：引导学生理

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案例教学：分析

保险案例。培养学生

解决保险实际问题的

能力。

6

2. 财产保险 2

3. 责任保险 1

4. 信用保证保险 1

5. 再保险 1

5
保险经营管

理

1.保险市场

1.调查国家对保险业监管

的现实案例。

2.课后作业

3
重点

1.掌握保险公司主要经营环节

的内容。

难点：

1.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方法。

讲授法：引导学生理

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案例教学：分析

保险案例。培养学生

解决保险实际问题的

能力。

4

2.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 3

3.保险监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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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

表4-1 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所属

学习模块/项目
考核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

目标1

1.保险合同的特征与形式 模块2

40%

开卷考试、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案例讨论

2.保险合同的要素 模块2

3.保险合同的运行 模块2

4.人身保险 模块4

5.财产保险 模块4

6.责任保险 模块4

7.信用保证保险 模块4

8.再保险 模块4

课程

目标2

1.保险合同的争议处理 模块2

40%

开卷考试、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案例讨论

2.保险利益原则 模块3

3.最大诚信原则 模块3

4.近因原则 模块3

5.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原则 模块3

课程

目标3

1.风险与保险 模块1

20%

开卷考试、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案例讨论

2.保险的概念 模块1

3.保险的产生和发展 模块1

4.保险市场 模块5

5.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 模块5

6.保险监管 模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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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矩阵关系

课程

目标

考核方式

考核占比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60%

课堂

表现

8%

作业完成

情况12%

阶段性测

验12%

案例讨论

8%

课程目

标1
40% 40% 40% 40% 40%

40%=60%*40%+8%*40%+12%

*40%+12%*40%+8%*40%

课程目

标2
40% 40% 40% 40% 40%

40%=60%*40%+8%*40%+12%

*40%+12%*40%+8%*40%

课程目

标3
20% 20% 20% 20% 20%

20%=60%*20%+8%*20%+12%

*20%+12%*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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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100分）

（1）课堂表现（20%）：通过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情况、发言与提问情况，来评

价学生学习效果。

（2）阶段性测验（30%）：通过平时测试、期中测试等掌握课程学习情况。

（3）作业完成情况（30%）：围绕课程的学习目标设计平时作业，检查学生对知

识点掌握和运用能力。

（4）案例讨论（20%）：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发布案例讨论话题，利用课内或课

外进行保险案例分析与讨论，训练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期末成绩评定（100分）

课终考核主要考察学生对保险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保险业务知识

的掌握情况，运用保险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方式为开卷

考试。

3.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100%）=平时成绩（40%）+期末成绩（60%）

（三）评分标准

1.本课程案例讨论评分标准：依据学生参与次数、讨论观点的准确性、资料准备

的充分程度等综合评定成绩。

2.阶段性测试、课堂表现、其他作业评分标准：依据学习通线上平台设置的评阅

标准进行成绩评定。

3.期末考试评分标准：期末理论考试形式为闭卷，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课程考

试。严格按照长江师范学院期末考核工作规范出题、阅卷和评定成绩。

五、其它说明

本课程大纲依据2023版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财经学院金融系讨论制

定，财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自2023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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