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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立德树人理念深化立德树人理念        助推金融强国建设助推金融强国建设
■齐 岳 李丝琪 李木子

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化立
德树人理念对于培养高素质金
融人才、推动金融行业健康发
展、实现金融强国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要将立德树人理念融
入金融教育和实践中，致力于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创新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的金融人才，为
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和道德基础。

深化立德树人理念的
重要意义

深化立德树人理念在当前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不容忽视。立德树人作为中国
教育的传统理念，其根源可追
溯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
曾强调个体通过自我约束和
遵循礼仪来实现仁的境界，这
对个人品德和行为的指导具
有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
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运

用系统观念，正确处理支撑国
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
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
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
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
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这一论
述明确了立德树人在教育强国
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深化立德树人理念，对于
提升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至关
重要。深化立德树人理念，有
利于培养金融人才的道德操守
和法治意识，强化他们的社会
责任和伦理决策能力，促使他
们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提升专业
素养与道德水平。深化立德树
人理念，可以培养出既有专业
能力又有道德操守的金融人
才，为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此外，深化立德树人理念，
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
市场稳定的内在要求。近年
来，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不断增加，金融风险事件频
发，这些都对金融人才的道德素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创新
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但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道
德风险不容忽视。深化立德树
人理念能够有效降低金融创新
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营造健康有

序的金融市场环境，为我国金融
行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深化立德树人理念的
实践路径

为了将立德树人理念深度
融入金融强国建设的宏伟进
程，需从教育目标、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及师资队
伍建设等多个维度出发，进行
全面而系统的设计与实践，以
确保金融人才的培养既符合专
业要求，又能够服务于国家的
长远发展。

明确教育目标，培养责任
感和使命感。在金融教育中，
应将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社
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置于首
位。这要求金融人才不仅要掌
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更
要深刻理解其工作如何服务于
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因
此，需构建德育与专业教育并
重的课程体系，将伦理道德、法
律法规与社会责任等内容深度
融入课程建设，培养学生的国
家情怀与使命感。

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
教学。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
难以满足立德树人理念的要
求，因此需要创新教学方法，强

化实践教学。应采用案例分
析、模拟交易、项目研究等互动
式教学手段，让学生在模拟的
金融环境中体验决策过程，感
受道德规范的力量。同时，与
金融机构建立紧密合作，为学
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让他们
在真实的金融环境中学习成
长，提升其专业技能与对国家
发展的深刻理解，从而培养出
既有专业能力又有国家观念的
金融人才。

完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
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实施立
德树人理念，需要建立一个全面
的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
术成就，更要重视其道德行为、
团队合作能力、创新精神与社会
责任感等综合素质的考量。通
过提升综合素质在奖学金、荣誉
称号等评选中的权重，对表现突
出的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从而
激发学生全面发展的动力。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
德育能力。教师是立德树人理
念实施的关键。因此，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德育意识
与能力至关重要。高校应定期
组织教师参与德育教育培训与
研讨，不断提升其在金融道德教
育方面的专业素养，为立德树人
理念的深化提供坚实保障。

深化立德树人理念，对于
培养高素质金融人才、推动金
融行业健康发展、实现金融强
国目标具有深远意义。各高校
应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通
过改革创新，培养出既有深厚
专业知识，又有高尚道德情操
的金融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具体而言，在教学过程中，应贯
彻立德树人的精神，充分体现
其时代价值。一方面，发挥立
德树人的指导意义，培养爱国
爱党、具有民族认同感并能够
为国家、为社会做实事、懂实践
的人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时代相结合，与国家的具
体发展相结合，汲取前沿知识，
培养人才的国际视野和战略眼
光，并将这些知识灵活应用到
我国实践中来。另一方面，具
体到金融教学过程中，发挥立
德树人的教学意义，培养全面
发展、学术业务能力过硬，同时
遵纪守法、职业道德水平高的
高素质人才，深化其职业理想，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促使其在
工作岗位上合规、合理地应用
专业知识，为祖国的繁荣发展
贡献智慧与力量。（第一作者系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第二、三
作者单位系南开大学商学院）

■吴 菁

近日，全国建设类高等学
校学习习近平同志《论教育》
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
次研讨会由中国建设教育协
会与北京建筑大学联合主办，
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
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要
求，共同推动建设类高校思
政课改革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创新发展。来自全国多所建
设类高校的40余名领导和专
家学者，包括北京建筑大学
党委副书记王逸鸣，中国建
设教育协会副理事长李平、
高延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原党委书记冯培，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原
副主任朱谐汉，北京外国语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
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郭继承等出席
了会议。

研讨会开幕当日上午，王
逸鸣和李平分别代表主办单

位致辞。王逸鸣对各位嘉宾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
了北京建筑大学近年来在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强调了
建设类高校在新时代背景下
坚持立德树人、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性。李平着重阐
述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论教育》的重大意义，他提出
坚持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同
向发力的三点思考，勉励北京
建筑大学勇当排头兵，引领全
国建设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共同进步。

在主旨报告环节，冯培以
《教育数字化的演进之“变”
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秉持
之“常”》为题，深入分析了教
育数字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带来的挑战与启示；朱谐
汉在《从创新思维到创新能
力》的报告中阐述了激活创
新思维对于提升创新能力的
重要性，并强调高校马院在
立德树人的同时，也应为创
新型人才培养作出贡献；韩
强围绕《在全球视野培养中

发挥思政课引领作用》这一
主题，探讨了在全球视野下思
政课如何发挥引领作用的途
径与方法；郭继承从传统文化
视角出发，以《坚持“两个结
合”，扎根中国大地，创造中国
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解读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
合”的重要论述，呼吁高校加
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构
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
知识体系。

研讨会召开当日下午，会
议以“全国建设类高校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工作联盟”成立
事宜为重点开展研讨。北京建
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
长张守连详细汇报了联盟的成
立情况、三年工作计划和研究
课题指南。与会的17位建设
类高校代表围绕联盟建设展开
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闭幕式由北京建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彭磊主
持。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了“全
国建设类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建设工作联盟”的揭牌仪
式，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理事

长高延伟和北京建筑大学教务
处副处长（主持工作）许鹰为联
盟揭牌。高延伟表示，联盟的
揭牌标志着合作与交流迈入了
新的阶段，期待未来能有更多
的交流与合作成果，共同推动
建设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事业发展。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为全国建设类高等学校

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思想、分
享教学改革成果的高端平台，
更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与会
者纷纷表示，将以此次研讨会
为契机，继续深入学习习近平
同志《论教育》一书，不断探索
思政育人的新路径，为新时代
的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全国建设类高等学校学习习近平同志《论教育》专题研讨会在

北京举行。                                      方欣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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