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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来开发课程已成为高职课程建设的主流思想。文章首先

阐述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基本思想，然后以这一理论对高职投资与理财专业的“证券投资分析”
课程从企业岗位分析与课程目标确定、教学内容选取、学习情境设计与课程教学实施、课程考核等

四个方面进行了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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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建设的水平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目前，基于“工作过程系统

化”来开发课程已成为高职课程建设的主流思想。但笔者查阅文献发现:“证券投资分析”课程鲜见利用“工

作过程系统化”的思想来进行建设的。本文首先阐述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基本思想，然后以这一理论对

高职投资与理财专业的“证券投资分析”课程进行重新设计。

一、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

课程设计主要解决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一是课程内容的选择; 二是教学过程的设计。
课程内容的选择问题也就是教什么的问题。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课程内容的选择，须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课程教学对象的智力特点，二是课程内容的基本属性。从课程教学对象的智力特点来看，高职学生的智

力类型主要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这类学生排斥符号，不善于用符号去思考。他们要掌握一门知识或应用

一门知识，总要和一定的环境与背景联系在一起，离开相应的环境和背景，就很难掌握与应用这些知识。从

高职课程内容的基本属性来看，高职教育的应以实践中实际应用的过程性知识为主，以适度够用的陈述性知

识为辅。在这里，过程性知识要回答的是指“怎样做”( 经验) 和“怎样做更好”( 策略) 的问题。而陈述性知

识要解答的“是什么”( 事实与概念) 和“为什么”( 理解与原理) 的问题，是可以编码、量化、符号化，可以写成

白纸黑字，可以言说的知识。［1］

教学过程的设计问题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教学过程的设计，应遵循认知学习

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把学生应掌握的实际的工作过程经过合理、科学的教学化设计，演绎为三个以上用于

教学的学习情境，即学习单元。这里强调学习情境需要三个以上，是为了让学生通过三个以上的学习情境的

学习，通过比较实现迁移和内化。［2］为了便于学生比较，每门课程的学习情境应为同一个范畴的事物，且学

习情境间重复的步骤( 工作过程) 而不是内容。各个学习情境之间具有平行、递进或包容的逻辑关系。
因此，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构建过程，应与工作过程中的行动实现融合，即以工作过



程为参照系整合陈述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3］这里的“工作过程”即为个体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

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4］因此，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专业课程强调整合了实践知识与理论

知识的工作过程知识的生成与构建，使得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能够在具体的工作过程、工作要求中进行。相

对于学科知识系统化的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做事”的能力。

二、“证券投资分析”课程设计

为了能及时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

专业确定了三个核心就业岗位———证券经纪人、保险代理人、商业银行个人金融服务岗。对于证券经纪人

岗，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证券投资分析能力和较丰富的投资经验。因此，投资与理财专业开设了“证券投资

分析”课程，并且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
( 一) 企业岗位分析与课程目标确定

证券经纪人岗是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专业的三个核心岗位之一。该岗位要求从业者依托公司

投资分析团队，为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 只是证券经纪人岗其中的一个典型工作任务) 。为了使得学

生毕业后能从事该典型工作任务。要求学生通过“证券投资分析”课程的学习在职业技能、专业知识和职业

素质等方面达到如表 1 所示的目标。
表 1 “证券投资分析”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职业技能目标

①会熟练操作证券行情软件，并能看懂证券市场行情;
②能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把握证券市场总体趋势;
③能进行行业分析，选择有价值的投资领域;
④能分析公司的发展前景，判断其投资价值;
⑤能利用证券估值方法对证券进行估值;
⑥能利用技术分析方法预测证券的走势。

2． 专业知识目标

①掌握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指标，理解证券市场的走势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理解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知道证券市场供求对大盘走势的影响;
②了解行业分类，掌握行业分析基本理论和分析思路;
③掌握公司分析基本理论和分析思路;
④掌握证券估值方法;
⑤熟悉常用的技术分析方法。

3． 职业素质目标

①形成关注国内外经济事件的习惯;
②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和良好的投资心理素质;
③形成良好的语言表达、社交和沟通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④形成证券从业人员职业判断意识以及良好职业道德。

( 二) 教学内容选取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思想，“证券投资分析”课程摈弃了原来学科体系的理论架构，按照完成证券投

资的实际工作过程对原有课程内容进行了分解、重构，构建“工作过程完整”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

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公司分析、技术分析。如图 1 所示。

图 1 “证券投资分析”课程学习内容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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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学习情境设计与课程教学实施

如前所述，一门课程的学习情境需要设计三个以上。“证券投资分析”课程设置五个学习情境: 证券市

场总体趋势分析、制造业类股票投资分析、金融业类股票投资分析、信息技术类股票投资分析、自选股票投资

分析( 课外模拟炒股) 。如表 2 所示。选择制造业类、金融类和信息技术类股票为载体组织教学，是考虑到

这三类股票数量最多，有很强的代表性。设置了自选股票投资分析( 课外模拟炒股) 这样一个学习情境，是

为了激发学习兴趣，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积累炒股经验，提升实际操作技能。
表 2 “证券投资分析”课程学习情境和学习任务的设计

学习情境
学习型工作任务

任务一 任务二 任务三 任务四
教学说明

1． 证券市场总体
趋势分析

宏观经济
形势的判断

宏观经济
政策的分析

证券市场
供求分析 技术分析 手把手教

2． 制造业类股票
投资分析

3． 金融业类股票
投资分析

4． 信息技术类股
票投资分析

5． 自选股票投资分析
( 课外模拟炒股)

证券市场总体
趋势分析 行业分析 公司分析 技术分析

手把手教

放开手教

放开手教

甩开手教课外提升

在实际组织教学中，第 1、2 个学习情境由教师“手把手”地教; 第 3、4 个学习情境教师只讲与情境 2 不同

的地方，属于“放开手”教。到第 5 个学习情境———课外模拟炒股，要求学生课外完成，教师完全不讲而让学

生自己去做，即所谓“甩开手”教，并且求学生在实操过程中撰写炒股日记，不断总结操作失败的教训和成功

的经验。第 5 个学习情境，在第 1、2 个学习情境学习之前，由学生自由操作，在第 1、2 个学习情境学完后，为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以比赛的形式来进行。通过 5 个情境的比较学习，教师逐渐淡出教学舞台，学生逐渐成

为舞台的主角。
本课程需要通过分组完成“学习性工作任务”来组织教学的。分组完成任务，一是考虑到课程教学中

“学习性工作任务”有一定的难度; 二时考虑到分组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的意识。对

每个学习型工作任务，按“教、学、做、评一体化”来进行课程设计，如图 2 所示。

图 2 教学做评一体化教学模式

本课程教学，首先由教师布置“学习性工作任务”，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上就给学生一个课程学习

的“情境”，从而让学生感觉到课程的实际意义，课程的学习不是“雾里看花”。然后，师生讨论完成任务的思

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当然，由于这些学习性任务对学生来说新事务，学生会遇到很多知识

上的障碍，教师应该适时为学生补充必要的知识。在学生知道完成任务的思路之后，学生开始分组完成前面

教师布置的学习性工作任务。在这个过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而教师应为完成任务困难的组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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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指导。最后，由学生展示“做”的成果，师生共同来评价，即找出做的好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并对做的

不足的地方，师生共同探讨改进的办法，从而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 四) 课程考核设计

课程考核是对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进行的综合评价，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传统的

课程考核方式主要采用期末笔试的形式，期末成绩一般为期末笔试( 大约占 80% 左右) 和平时成绩( 大约占

20% ) 的加总。这种考核模式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这种考核模式实际上主要是考核知识的记忆与

堆砌，考核导向性出现偏差，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能力的培养恰恰是高职教育的核心;

二是，这种考核模式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过程性考试严重不足，容易造成学生平时不学，临时抱佛脚的学习

习惯。
鉴于传统考核方式存在的弊端，我们对“证券投资分析”课程考核方式进行了重新设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证券投资分析”课程考核方式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办法 权重

1． 考勤 到课情况 个人迟到或早退一次扣个人 2 分，旷课一次扣个人 4 分。个人 10 分扣完
后，则扣组员的分( 这样做是为了促进组员间的相互监督与提醒) 。 10%

2． 学 习 性 工 作
任务完成情况

参 与 学 习 性 工
作任务情况

首先组间互评，得出每一组的成绩，然后乘上参与度得出每个学生的成
绩( 参与度由组内根据每个学生参与任务的情况来评定) 。 40%

3． 模 拟 炒 股 及
炒股日记 实操情况 根据盈利率、选股成功率和资金周转率三项指标，并结合炒股日记综合

评分，按三个等级分别给 20、17、14、11 分。 20%

4． 期末考试 综合考核 根据卷面成绩 30%

在设计考核方式时，主要考虑两点: 一是改变以往以期末终结性考试为主，加强学习过程的考核，以促进

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 二是加强对能力的考核，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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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iculum Design of“Securities Investment Analysis”
Based on Working Process Syste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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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the curriculum design based on“work process systematization”has become the main
concept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irstly，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basic ideas of
curriculum design based on working process systemat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heory，then it redesign 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Analysis”cours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 course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job analysi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gram objectives，the selec-
tion of the course content，the design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 teaching，and course as-
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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