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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结算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际结算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操性都很强的学科，其

理论部分囊括了整个国际结算业务中的全部内容，如结算工

具、结算方式、结算中的中介（银行），结算中的担保融资业务

和结算中的商业单据。该门课程对应的实训课有结算方式的

实训、结算工具的实训。另外，该门课程对学生在结算领域的

英语阅读能力要求较高。然而，该门课程的教学却普遍存在以

下几方面问题。

1.1 教材更新慢，内容千篇一律，前沿知识较少

对于国际结算理论部分内容，一带一路、互联网金融、区

块链的发展带来了结算方式和结算工具的创新，如 BPO 业

务、数字票据、票付通等产品的出现，国际结算教材基本未涉

及相关内容，即使涉及也仅仅是蜻蜓点水，系统性的知识较

少。另外，教材内容与银行的实际业务脱节。一带一路下常出

现的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保函、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

基金等业务在教材担保融资的理论部分基本未涉及。

对于国际结算实训内容，软件开发商对实训软件的设置

过于形式化、简单化，软件更新较慢，票据、SWIFT报文内容与

实际业务内容相差甚远，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提升。

1.2 教材涉及国际业务的内容少

在国际结算票据部分，关于实际业务中的全英文式样票

据，涉外票据的运用等相关知识较少，其实训部分则对应着中

国票据市场的相关业务，基本没有国际业务的操作。国际结算

的“国际”二字更多的体现在专业英语的强化即双语教学上，

国际业务的相关理论与操作的重要性由此被忽略。

1.3 高校师资缺乏实际从业经验

该门课程既涉及银行的相关业务又涉及外贸公司的相关

工作，由于受薪酬影响，现在高校师资主要从应届毕业逐步培

养成长起来，大多数教师没有银行和公司工作的经历，所以在

教学工作中对行业动态和实际业务的操作情况了解甚少，使

教学工作呈现出纸上谈兵，难以深入和拓展的困境。

2 翻转教学在国际结算课程中的应用意义

2.1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翻转教学通过课前老师向学生提供学习资料，学生学习

主要知识点，课中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通过答疑，针

对性的对难点内容进行讲解，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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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使学生由传统教学中的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主动

思考，主动向老师和同学提问，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

2.2 结合相关案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国际结算课程可以选用实际案例作为翻转教学的资源，

该门课程对应实际业务中的案例较多。比如，一带一路和国际

贸易中银行的融资担保业务，票据市场中的各种票据贴现、转

贴现业务等，通过这些案例，培训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2.3 引导学生对前沿知识的探索

该门课程教材与实际的脱节，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

加大对前沿知识的拓展和延伸。教师可以在学生掌握基本理

论和现有实际业务基础上，通过问题导向法，引导学生思考和

探索新的市场业务品种，把握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3 翻转教学在国际结算课程中的应用措施

在翻转课堂的设计过程中，更多的引入实际案例，抛出相

关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利用

翻转教学的督促机制，通过课前引导，课中学习成果的展示，

并结合一定的激励措施，提升学生自我展示、分析解决问题及

团队合作的能力。

3.1 针对该门课程特点，对翻转环节及内容进行

设计

就翻转的章节而言，可以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不同

的翻转内容。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以国际结

算方式作为其翻转内容，因为该部分知识在其他专业课程中

有所接触，学习起来更加简单易懂，易于知识点的深化和拓

展[1]。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可以以银行融资担保业务作为其

翻转内容，该部分内容专业性较强，知识点相对清晰，在翻转

中结合实际业务，有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就翻转的环节上应精心设计。首先针对翻转内容，向学生

提供章节任务单，让学生了解该章节的重难点及基本理论构

架。教师课前向学生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料，如视频、PPT、章节

测试题、案例等，学生根据这些资料结合任务单要求进行线下

自学。课中，通过学生分组展示，并结合习题检测，了解学生课

前学习情况，教师再针对性地答疑，最后进行知识的迁移和拓

展。课后，通过学习的反馈，了解该部分翻转是否已达到预期

效果，是否有需要修正和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作为下一次翻转

教学的参考。下面以汇付翻转为例，对 90分钟的课中设计如

表 1所示。

表 1 汇付课堂教学安排

时间安排 教学环节安排 内容安排

20分钟 学生课前学习

成果展示
汇付小组的 PPT 展示

10分钟 教师答疑

对课前作业和测试进行讲解，并对学

生课前学习情况和测试情况针对性

的答疑

30分钟 汇付实际业务

操作

提供案例材料，分组选择不同角色

（企业和银行）进行相关业务（汇款申

请书、MT103 电文、汇款委托书等）的

操作

20分钟 知识拓展
教师结合目前各银行的汇款业务及

新的业务品种进行拓展

10分钟 教师总结

教师根据课中效果对学生的课前准

备、知识的掌握度、课堂的表现等进

行评价

3.2 结合银行的实际业务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的

创新产品，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

在翻转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和实际业务的

操作，加大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和对新兴产品的探究。在掌

握课本知识的基础上，对各大商业银行的票据池、票据托管、

托收承付、ECDS电票系统和电票业务等要了解，能够把握市

场中成熟产品的发展动态，并针对目前市场的发展趋势提出

新兴产品的构想，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3 在翻转教学中加强对专业英语及相关术语

的强化

在国际结算票据业务中，会涉及到全英文式样票据的填

制、审核等；在国际结算方式及担保融资业务中，会涉及各种

英文式样的单据的制作，如信用证的开立、审核，境外汇款申

请书的填制，SWIFT系统中各种英文式样电报的填制等，这些

实际业务的操作都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读写能力[2]。因

此，在国际结算课程的翻转教学中还应加强对学生在国际结

算领域的专业术语和单据阅读、填写能力的训练，为其进入银

行或外贸公司参与国际结算业务奠定语言基础。

4 结语

在新课改背景下，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翻转课程模式成

了不二选择。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自主投

入到学习中，还能加快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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