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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创新与监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数字金融创新与监管

课程英文名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of Digital Finance 双语授课 □是否

课程代码 0512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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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程

面向专业 金融工程 开课学期 第6学期

课程负责人 吴新华 审核人 余函

先修课程 金融学、投资学、国际金融学

后续课程 无

选用教材 管同伟.数字金融概论 [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3.

参考书目 黄益平. 数字金融与数字治理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课程资源 无

课程简介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金融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涉及数字技术与金

融领域相结合的综合性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数字金融的概念、发展状况与理

论分析框架；数字金融的构成要素、数字金融的交易结构要素、金融机构数字化转

型；数字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

使学生可以掌握数字金融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金融科技的前沿动态和发展

趋势，掌握相关技术和工具的使用方法，培养解决金融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未

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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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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目标：理解数字金融的基本概念、构成要素、特点及其与传统金融的区别，数

字金融的交易对象、行为主体、数字身份及数字账户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掌握数

字金融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其在当前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熟悉金融网络与数

字金融的数据处理技术及其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应用；了解数字金融面临的主要风险

类型，以及相应的风险管理和监管措施。

课程目标 2

能力目标：能够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方法，对数字金融市场进行深度挖掘和精准

分析的能力；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风险评估，制定和执行数字金融风险管理策略

的能力；能够具有探索数字金融领域的新模式、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素养目标：具有金融伦理意识、团队合作意识、高尚的思想品德及脚踏实地的职

业精神；具有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责任担当意识，正确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

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具有全球视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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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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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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3

1.3保持敬业奉献、勤勉做事、廉洁奉

公、不谋私利的职业操守，具备较强的

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课程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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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等理论基础，熟悉商业银行与投资银

行经营管理、国际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对金融工程领域的知识有一个较为

系统的了解。

课程目标1

3.5能及时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发展动态、

了解金融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课程目标1

毕业要求4：专业能力【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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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2

4.4能对金融市场大事件进行分析和研

判，具有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2

毕业要求7：创新创业【M】

7.1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

能力。
课程目标3

7.2能够创造性解决金融问题，具有专业

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

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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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与方法

（一）理论学习内容及要求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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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金融

概述

1.数字金融的内涵与外延、性

质

1.拓展资料：数字金融

发展现状

2.主题讨论：数字金融

发展动因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1
重点：

数字金融的内涵与

外延、性质

难点：

数字金融的发展动

因与影响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掌握

数字金融的概念、性质、动因

及影响等重难点知识，促进学

生提升对数字金融的认识。

2.讨论法：能够激发学生参与

到数字金融发展原因的探讨

中，促进学生学习主动性、积

极性，合作探究能力的提升。

2
2.数字金融的发展动因与影响 课程目标2

3.数字金融的发展概况及其演

变趋势
课程目标1

2 数字信用

1. 数字信任的概念、特征 1.拓展资料：报告:我国

数字金融将呈现六方面

趋势

2.主题讨论：数字信任

的影响因素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1 重点：

1. 数字信任的概

念、特征

2. 数字信用的概

念、形式及特征

难点：

数字信任的影响因

素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掌握

数字信任的影响因素及数字信

用形式等重难点知识，为分析

经济金融问题奠定基础基础，

促进学生树立求真务实和全面

系统的工作能力。

2. 讨论法：能够数字信任的

影响因素分析提升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6

2. 数字信任的影响因素 课程目标2

3. 数字信任的作用 课程目标1

4. 数字信用的概念、形式及

特征
课程目标 1

3
数字金融

网络与数
1. 数字金融网络的内涵特点

1.拓展资料：数字金融

发展领域的现状
课程目标 1

重点：

1. 金融互联网的

1.讲授法：能够快速引导数字

金融网络的内涵特点、金融数
4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_LEkB3kgrHRxK8ysV8snvOCBXmUCUKTFu1Q5U5OuS7OTfBKhwbmAZ60cTwDQZbreP1h3Mmr9qsHBdAlu05jmK&wd=&eqid=bad022f90052f6df0000000665f8d396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_LEkB3kgrHRxK8ysV8snvOCBXmUCUKTFu1Q5U5OuS7OTfBKhwbmAZ60cTwDQZbreP1h3Mmr9qsHBdAlu05jmK&wd=&eqid=bad022f90052f6df0000000665f8d396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_LEkB3kgrHRxK8ysV8snvOCBXmUCUKTFu1Q5U5OuS7OTfBKhwbmAZ60cTwDQZbreP1h3Mmr9qsHBdAlu05jmK&wd=&eqid=bad022f90052f6df0000000665f8d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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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技

术

2.主题讨论：数字金融

发展前景如何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主要类型

2. 金融数据的概

念、特征与主要类

型

难点：

金融数据处理技术

据的处理技术等知识，促进学

生夯实基础知识。

2.讨论法：能够引导学生参与

到数字金融发展前景如何的探

讨中，促进学生在合作探究中

分析深层次的原因，激发学生

的创新精神。

2. 金融互联网的主要类型 课程目标 1

3. 数字金融网络的演变方向:

从集中式到分布式
课程目标 2、3

4. 金融数据的概念、特征与

主要类型
课程目标 1

5. 金融数据的处理技术 课程目标 2

4

数字金融

的交易对

象及行为

主体

1．数据要素的概念、特征、

性质

1.拓展资料：未来的数

字货币:钱包、交易、金

融应用三位一体

2.案例分析：数字资产

类应用案例：比特币。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数字资产的概念、

创建、发行、存储

与流通

难点：

数字金融行为主体

的概念、类型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快速

掌握数字数据要素及数字资产

等知识，促进在全面了解数字

金融的交易对象及行为主体，

促进学生掌握对数字金融基础

知识。

2.案例法：能够借助数字资产

类应用案例：比特币，促进学

生具有创新意识，防范风险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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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资产的概念、创建、

发行、存储与流通
课程目标 2

3. 非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

字货币
课程目标 1

4. 数字金融行为主体的概

念、类型
课程目标 1

5

数字身份

及数字账

户

1. 数字身份的概念、作用 1.拓展资料：数字身份

和隐私:保护用户数据和

个人隐私

2.主题讨论：数字身份:

课程目标 1 重点：

1. 数字身份的概

念、作用

2. 数字身份管理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数字

身份等重难点知识，掌握数字

账户的应用类型，促进学生树

立自我学习能力及安全防范意

4
2. 数字身份管理的概念、作

用
课程目标 1

3．机构组织数字身份管理 课程目标 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dpsKOcmmm_ckOly08_G5H6UAI2AsoikYfpWErSDQA8Xxa7dOwPgiRK5KoNpe49CTzp51X-CtdOF1u1TLhh7PC4MUqKl83xhoGPb8GUWSxlO&wd=&eqid=cd870052002867e70000000665f8d4bf
https://www.baidu.com/link?url=dpsKOcmmm_ckOly08_G5H6UAI2AsoikYfpWErSDQA8Xxa7dOwPgiRK5KoNpe49CTzp51X-CtdOF1u1TLhh7PC4MUqKl83xhoGPb8GUWSxlO&wd=&eqid=cd870052002867e70000000665f8d4bf
https://www.baidu.com/link?url=dpsKOcmmm_ckOly08_G5H6UAI2AsoikYfpWErSDQA8Xxa7dOwPgiRK5KoNpe49CTzp51X-CtdOF1u1TLhh7PC4MUqKl83xhoGPb8GUWSxlO&wd=&eqid=cd870052002867e70000000665f8d4bf
http://www.baidu.com/link?url=_2gRjZz2W2IhPqmO-OwQCCxBCYi1pSUeRBOuZ_o-owyA_vS8JRq0sIKrLTgtWWvcjicxwdWSQcj2McyAyt2oC5xvPiVBWMqRalYo5nwj457
http://www.baidu.com/link?url=_2gRjZz2W2IhPqmO-OwQCCxBCYi1pSUeRBOuZ_o-owyA_vS8JRq0sIKrLTgtWWvcjicxwdWSQcj2McyAyt2oC5xvPiVBWMqRalYo5nwj457
http://www.baidu.com/link?url=_2gRjZz2W2IhPqmO-OwQCCxBCYi1pSUeRBOuZ_o-owyA_vS8JRq0sIKrLTgtWWvcjicxwdWSQcj2McyAyt2oC5xvPiVBWMqRalYo5nwj45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10SG-vo1Lspp3Iv8WlNYlblVi8Wy5i5NFvS_jRow69V2SncfEYLvmXWJsmYcmI2KC&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10SG-vo1Lspp3Iv8WlNYlblVi8Wy5i5NFvS_jRow69V2SncfEYLvmXWJsmYcmI2KC&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10SG-vo1Lspp3Iv8WlNYlblVi8Wy5i5NFvS_jRow69V2SncfEYLvmXWJsmYcmI2KC&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2yIMJpbdK81eZsHgmUN2hUzy5YSljnI3hvfiZWpYjIZE9ZS6UsutgeH7Qz5z48HsW&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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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新挑战与机

遇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的概念、作用

难点：

数字账户的应用类

型

识提升。

2.讨论法：能够引导学生参与

到数字身份:数字时代的新挑

战与机遇的探讨中，促进学生

在合作探究中激发学生的创新

精神及遵守职业道德素养。

4. 数字账户的概念、功能、

构成及其管理规范
课程目标 2

5.数字账户的应用类型 课程目标 2

6

数字金融

基础设施

及金融机

构数字化

转型

1.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内涵与

外延、作用、参与主体、主要

类型

1.拓展资料：数字化背

景下商业银行的转型发

展之路

2.主题讨论：金融机构

数字化转型的难点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1. 数字金融基础

设施的概念、建设

类型

2. 金融机构数字

化转型意义及主要

内容

难点：

中国金融机构的数

字化转型实践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数字

金融基础设施及金融机构数字

化转型等基础知识，从而促进

学生能全面认识在数字化背景

下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必要

性。

2.讨论法：能够通过金融机构

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的探讨，促

进学生增强金融风险防范的意

识。

4

课程目标 1

2. 中国金融基础设施 课程目标 1

3.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概

念、建设类型
课程目标 1

4. 数字货币基础设施与数字

资产交易所
课程目标 2

5.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概

念、意义、作用及主要内容
课程目标 1

6.中国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

实践
课程目标 2

7
数字金融

业态

1.数字银行概述、主要类型 1.拓展资料：2024年金

融数智化创新四大趋势

2.问题探究：数字金融

如何应对数字技术迭代

的冲击与挑战

课程目标 1 重点：

1. 数 字 银 行 概

述、主要类型

2. 数字证券新业

态：互联网证券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快速

掌握数字金融业态等基础知

识，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框架和

创新思维模式。

2.问题探究法：能够通过问题

4

2. 互联网保险及中国互联网

保险新业态
课程目标 2

3. 数字证券新业态：互联网

证券、移动证券
课程目标 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2yIMJpbdK81eZsHgmUN2hUzy5YSljnI3hvfiZWpYjIZE9ZS6UsutgeH7Qz5z48HsW&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2yIMJpbdK81eZsHgmUN2hUzy5YSljnI3hvfiZWpYjIZE9ZS6UsutgeH7Qz5z48HsW&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2yIMJpbdK81eZsHgmUN2hUzy5YSljnI3hvfiZWpYjIZE9ZS6UsutgeH7Qz5z48HsW&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l7nMX1AdXQn_yhuZAlRVuFnbIKlUDx6yHONO_YCM12yIMJpbdK81eZsHgmUN2hUzy5YSljnI3hvfiZWpYjIZE9ZS6UsutgeH7Qz5z48HsW&wd=&eqid=bbb32f32001329360000000665f8d89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4BBj-xtsvRWVvKxjMNIT-kLPkSY5AZBQEHkc5_Lp8iFPlw0oXqGLSgqPks2wpmUV98-Vf5ZHD8Fx3EYgRhrZKlNfDkRp_eS8WJDWfoU-W3&wd=&eqid=c0202a92005883a20000000665f8dbb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4BBj-xtsvRWVvKxjMNIT-kLPkSY5AZBQEHkc5_Lp8iFPlw0oXqGLSgqPks2wpmUV98-Vf5ZHD8Fx3EYgRhrZKlNfDkRp_eS8WJDWfoU-W3&wd=&eqid=c0202a92005883a20000000665f8dbb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SdMkws8RQfwflIR2CnBhl2G7WGblrj1iR9gmMWRyvlhl01dEyctWIZZZtOkjS_IYtYPLOC1GpgUzMKT-roACjnYpZ5sfmF0o3TdiUcsdZO&wd=&eqid=a596189800552cf30000000665f8db6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SdMkws8RQfwflIR2CnBhl2G7WGblrj1iR9gmMWRyvlhl01dEyctWIZZZtOkjS_IYtYPLOC1GpgUzMKT-roACjnYpZ5sfmF0o3TdiUcsdZO&wd=&eqid=a596189800552cf30000000665f8db6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SdMkws8RQfwflIR2CnBhl2G7WGblrj1iR9gmMWRyvlhl01dEyctWIZZZtOkjS_IYtYPLOC1GpgUzMKT-roACjnYpZ5sfmF0o3TdiUcsdZO&wd=&eqid=a596189800552cf30000000665f8db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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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难点：

数字小额信贷的技

术经济特征及监管

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思考关于

数字金融如何应对数字技术迭

代的冲击与挑战,促进学生探

究精神、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

能力的提升。

4．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及其

主要特征
课程目标 1

5. 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类型:

数字支付含义及主要类型
课程目标 1

6.数字小额信贷的技术经济特

征及监管
课程目标 2

7.股权众筹的性质、地位与作

用、具体类型、经营模式与运

作流程

课程目标 1

8. 区块链供应链融资平台 课程目标 2

8

数字金融

风险防控

及监管

1.数字金融宏观调控的含义、

方法及工具

1.主题讨论：数字金融

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2.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1. 数字金融宏观

调控的含义、方法

及工具

2. 数字金融风险

的性质、基本特

征、主要类型

难点：

1. 数字金融的发

展对金融稳定的影

响及其挑战

2. 数字金融监管

的重点内容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掌握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监管等重

难点知识，促进学生要树立防

范风险的意识及正确的法律意

识和法治观念。

2.讨论法：能够通过数字金融

监管的必要性分析的探讨，促

进学生增强对数字金融风险的

认识，及完善数字金融法律必

要性的认识。。

2

2.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金融稳定

的影响及其挑战 课程目标 2

3. 数字金融风险的性质、基

本特征、主要类型 课程目标 1

4.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的基本

方法 课程目标 2

5. 数字金融监管的含义、目

标、原则 课程目标 1

6. 数字金融监管的重点内容

与政策框架 课程目标 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SdMkws8RQfwflIR2CnBhl2G7WGblrj1iR9gmMWRyvlhl01dEyctWIZZZtOkjS_IYtYPLOC1GpgUzMKT-roACjnYpZ5sfmF0o3TdiUcsdZO&wd=&eqid=a596189800552cf30000000665f8db6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SdMkws8RQfwflIR2CnBhl2G7WGblrj1iR9gmMWRyvlhl01dEyctWIZZZtOkjS_IYtYPLOC1GpgUzMKT-roACjnYpZ5sfmF0o3TdiUcsdZO&wd=&eqid=a596189800552cf30000000665f8db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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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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的内涵与外延、性质 数字金融概述

40%

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

情况

汇报展示

开卷考试

2.数字金融的发展概况及其演变趋势 数字金融概述

3. 数字信任的概念、特征 数字信用

4. 数字信任的作用
数字信用

5.数字信用的概念、形式及特征 数字信用

6. 数字金融网络的内涵特点
数字金融网络与数据

处理技术

7. 金融互联网的主要类型 数字金融网络与数据

处理技术

8. 金融数据的概念、特征与主要类型
数字金融网络与数据

处理技术

9. 数据要素的概念、特征、性质
数字金融的交易对象

及行为主体

10. 非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
数字金融的交易对象

及行为主体

11. 数字金融行为主体的概念、类型
数字金融的交易对象

及行为主体

12. 数字身份的概念、作用 数字身份及数字账户

13. 数字身份管理的概念、作用 数字身份及数字账户

14.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内涵与外延、

作用、参与主体、主要类型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及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15. 中国金融基础设施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及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16.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概念、建设类

型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及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17.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意

义、作用及主要内容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及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18. 数字银行概述、主要类型 数字金融业态

19.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及其主要特征 数字金融业态

20. 股权众筹的性质、地位与作用、具

体类型、经营模式与运作流程

数字金融业态

21. 数字金融宏观调控的含义、方法及

工具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

监管

22. 数字金融风险的性质、基本特征、

主要类型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

监管

23. 数字金融监管的含义、目标、原则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

监管

24. 数字金融监管的重点内容与政策框

架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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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2

1. 数字金融的发展动因与影响 数字金融概述

50%

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

情况

汇报展示

开卷考试

2. 数字信任的影响因素 数字信用

3. 数字金融网络的演变方向: 从集中

式到分布式

数字金融网络与数据

处理技术

4. 金融数据的处理技术 数字金融网络与数据

处理技术

5. 数字资产的概念、创建、发行、存

储与流通

数字金融的交易对象

及行为主体

6. 机构组织数字身份管理 数字身份及数字账户

7. 数字账户的概念、功能、构成及其

管理规范

数字身份及数字账户

8. 数字账户的应用类型 数字身份及数字账户

9. 数字货币基础设施与数字资产交易

所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及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10. 中国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及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11. 互联网保险及中国互联网保险新业

态

数字金融业态

12. 数字证券新业态：互联网证券、移

动证券

数字金融业态

13. 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类型: 数字支

付含义及主要类型

数字金融业态

14. 数字小额信贷的技术经济特征及监

管

数字金融业态

15. 区块链供应链融资平台 数字金融业态

16.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及其挑战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

监管

17.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的基本方法 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

监管

课程

目标3

1.具有金融伦理意识、团队合作意识、

高尚的思想品德及脚踏实地的职业精神

模块1-8

10%

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

情况

汇报展示

2.具具有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责任担当

意识，正确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诚

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模块1~8

3. 具有全球视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

模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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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成绩
60%

平时成绩40%

开卷考试
60%

课堂

表现
16%

作业完

成情况
12%

汇报

展示
12%

课程

目标1 50% 10% 20% 50% 40%=60%*50%+16%*10%+12%*2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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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目标2 50% 50% 62% 38% 50%=60%*50%+16%*50%+12%*62%+12%*38%

课程

目标3 0% 30% 15% 20% 10%=60%*0%+16%*40%+12%*18%+12%*12%

（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40%）：通过学生课堂出勤及在课堂上阐明知识的情况及相关能

力水平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听课状态、课堂发言、讨论、提问、回答问题、练习，以

及在言行中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社会责任、世界观与人生价值观等。

（2）作业完成情况（30%）：小组作业、章节作业的完成情况，主要考核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及知识掌握情况、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态度与终身学习意识。

（3）汇报展示（30%）：结合课程内容学习的需求，布置学习任务，进行课堂汇

报展示，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思维，增强学

生综合应用能力。

2.期末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以开卷方式进行。试题类型一般包括选择、判断、思考题、案例分析、

论述题等题型。期末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数字金融的概念、数字金融的构成要素，金

融网络与数字金融的数据处理技术数字金融的交易对象、行为主体、数字身份、数字

账户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数字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风险防范等基

础知识，及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方法，对数字金融市场进行深度挖掘和精准分析的能

力，制定和执行数字金融风险管理策略的能力，探索数字金融领域的新模式、新产品

和新服务的能力。

数字金融创新与监管考试模块包括：数字金融概述、数字身份及数字账户述、数字

信用、数字金融网络与数据处理技术、数字金融的交易对象及行为主体、数字金融基

础设施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业态、数字金融风险防控及监管，共 8个模

块。

3.总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总成绩由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构成。期末总成绩 （100%）=

平时成绩×（40%）+ 期末成绩 ×（60%）

（三）评分标准

表5-1 评分标准（非试卷考核项目）

考核

项目

评分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等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课堂

表现

（1）课堂主动

回答问题、回答

正确，且能进行

（1）课堂主动回

答问题，回答正

确，但解释欠清

（1）课堂回答问

题大部分正确，且

不能解释（50%）

（1）课堂测

验、回答问题错

误率在30~50%之

（1）课堂测

验、回答问

题错误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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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正

确，问题有深

度、有创新

（50%）

楚（50%）

（2）提问、讨论

发言观点正确，

但问题无深度或

无创新（50%）

（2）提问、讨论

发言观点基本正

确，但问题无深

度、无创新

（50%）

间，且不能解释

（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有部

分错误（50%）

过50%，且不

能解（50%）

（2）提问、

讨论发言观

点错误

（50%）

作业

完成

情况

（1）按时全部完

成很好（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正确

（40%）

（1）按时完成较

好（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大部分

正确（40%）

（1）按时全部完成

一般（40%）

（2）书写一般

（20%）

（3）答案基本正确

（40%）

（1）按时完成大

部分作业差

（40%）

（2）书写一般

（20%）

（3）答案基本正

确（40%）

（1）不能按

时完成

（40%）

（2）书写潦

草（20%）

（3）错误较

多（40%）

汇报

展示

（1）汇报学生亲

切大方,语言有感

染力，语言简洁易

懂，无口头禅；抑

扬顿挫，富有节

奏;肢体语言运用

适当。（20%）

（2）课件制作精

美，汇报逻辑性

强，过渡自然,注

重语言运用能力的

培养。所呈现的容

量和难度恰当。讲

授的知识观点正

确，无知识性错

误,份量适中。

（50%）

（3）学生参与度

高，活动积极，思

维活跃，情绪饱

满,注意力集中。

按时完成汇报任务

（30%）

（1）汇报学生亲

切大方,语言较有

感染力，语言较简

洁易懂，语言节奏

感较强;肢体语言

运用较适当。

（20%）

（2）课件制作较

好，汇报逻辑性较

强，语言运用能力

较强。所呈现的容

量和难度适当。讲

授的知识观点正

确，无知识性错

误,份量适中。

（50%）

（3）学生参与度

较高，情绪较饱

满,注意力比较集

中。按时完成汇报

任务（30%）

（1）汇报语言感染

力及语言简洁度一

般，语言节奏一般;

肢体语言运用一

般。（20%）

（2）课件制作一

般，汇报逻辑性不

强，所呈现的容量

和难度恰当。讲授

的知识观点基本正

确，全面掌握知识

能力不够,份量适

中。（50%）

（3）学生参与度一

般，思维较活跃，

注意力集中度一

般。按时完成汇报

任务（30%）

（1）汇报学生语

言有感染力较

差，语言不够简

洁，肢体语言运

用不够适当。

（20%）

（2）课件制作粗

糙，汇报逻辑性

较差，所呈现的

容量和难度不够

恰当。讲授的知

识观点不完全正

确，部分有知识

性错误。（50%）

（3）学生参与度

较差，活跃度

差，情绪不够饱

满,注意力不够集

中。基本能完成

汇报任务（30%）

（1）汇报学

生没有语言有

感染力，语言

不简洁易懂，

肢体语言运用

不适当。

（20%）

（2）课件制

作差，汇报逻

辑性差，所呈

现的容量和难

度不恰当。讲

授的知识观点

不正确，有知

识性错误,

（50%）

（3）学生参

与度差，未按

时完成汇报任

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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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经学院金融工程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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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