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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所有教师、所有课程

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学校评价的根本标准”，“改革教师

评价，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

象，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

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我校广大教师要深入挖掘本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紧紧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

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做人做事的道理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

供给，结合各类课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和德技并修教育，以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达到价值塑造、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

同行的协同效应，共同构建全校三全育人格局。

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可加附页）

1.本课程共包含 8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32 节，周

学时 4 。

2.知识目标：熟练掌握风险与保险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保险合同的含义

和基本原则，掌握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条款，熟悉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基

本内容。

3.能力目标：在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观察、理解、计算、分析、综合判

断的基本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具有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理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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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一定的实务操作技能和业务处理能力；培养保险理

财规划的应变、书面与口头表达、沟通交流、协调、自主学习和继续学习专

业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

4.思政目标：逐步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形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

观，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科学的世界

观。培养学生的道德评价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培

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形成正确的理想和信念，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

5.思政主线：教育引导学生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

体，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养，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严谨求实的职业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意识；法治教

育；诚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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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按项目或章节填写，可加附页；表中红色字迹为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大家编写时不一定面面俱到）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项目 1：风险

与保险

1. 学会分析社会中存

在的风险；

2．掌握风险管理的方

法及种类；

3．理解保险与风险管

理的关系；

4．掌握保险的概念、

特征、职能。

1.培养爱国精神、民族自

信、家国情怀、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

2.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为

国家现代化尽心尽力；

3.了解保险在服务国家经

济，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中的重要作用；

4.培养学生运用联系的眼

光、辩证的思维看待风险

与保险的关系。

1.1912 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泰坦

尼克号上的六位中国幸存者的英勇

事迹；

2.中国风险管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3.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案例、汶

川地震保险业赔偿；

4. 介绍 2015 年—2021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保险，了解保

险在服务国家经济，为经济发展

保驾护航中的重要作用。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学

生查阅中国古代风险管理思想，进行

搜集归纳，课中学生以小组进行汇报

展示，讲述中国风险管理思想的起源

与发展。

2.学生讲述：课前通过观看电影，讲

述沉船事件中幸存者的英雄事迹。

3.案例展示：钱三强夫人何泽慧

的案例、汶川地震保险业赔款的

案例等。

4.考核评价：课后作业评价中融入爱

国精神、保险认同等方面考核。

1．增强学生

学习积极

性。

2.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

和文化自

信。

3.提高学生

的风险意

识。

4.树立我为

人人，人人

为我的互助

精神。

项目 2：保险

原则与保险合

同

1．掌握保险的基本原

则及其运用；

2．掌握保险合同的概

念及其特征；

3．熟悉保险合同的订

立、生效、履行、变更

与终止的基本规定；

1. 避免道德风险，培养诚实

守信的品质 ；

2. 培养学生责任担当意识；

增强民族企业自豪感；

3. 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理念，对学生进行法治教

育。

1. 龚先生胃癌未告知案例；

2. 热点新闻杀妻骗保案件；

3.《保险法》关于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及保险合同属于双务合同；

4.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

1.使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对于经典案例的

讲解，与学生交流诚信在保险行为中的重

要意义，进一步引导学生在日常行为和生

活中加强对于诚信的认识和履行；

2.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学

生查阅《保险法》中当事人的权利与

义务及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

1.树立正确的

“三观”；

2.将诚信作为

人生信条；

3.增强民族企

业自豪感；

4.守法意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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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实务中的案例能

予以正确分析，具有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考核评价：课后作业评价中融入诚信教

育、责任担当等方面考核。

项目 5：保险

理财

能够分析客户的风险，

并合理选择人身和财

产保险产品制定理财

规划方案 。

项目 6：保险

公司经营与管

理

1．理解保险费率的概

念及厘定的原则；

2．了解保险费率厘定

的数理基础；

3．了解寿险与非寿险

费率厘定的过程及原

理；

4．掌握寿险费率厘定

的基本原理及计算；

5．了解保险准备金提

取的计算；

6．了解保险财务管理

特点及管理指标体系；

7．熟悉保险偿付能力

管理的主要内容；

8．了解保险资金运用

的领域。

1.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职

业精神及工作态度；

2. 培养学生居安思危、未雨

绸缪的风险意识；

3. 领悟保险在国民经济建

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进一步

增强学生对保险行业的认同

感。

1. 保费计算案例

2. 保险的意义，只是今日做明日的准备，

生时做死时的准备，父母做儿女的准备，

儿女幼小时做儿女长大时准备，如此而已。

——胡适

3.保险资金运用超 17 万亿元，实体经济引

入新活水——《金融时报》

1.保费计算时，通过学生计算�⬀，

䞫学⬩ބ䐤严险益工作态ᓚ 、责ִ，识；2.ⲽ的 学⬀䘄ⷠ⇮ࠀⱙ㘀；

ⱸↀ;运 女ⲣ范䞫学⇭∀

安思女的风险意识；3. 学↠䐤䘂ᘾ作，——保险资金运⾣； 领ᓚ 悟保险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巨大作ᓚ 一亵鐖强学生对保险行业；认险䌀。

3.

认䈩保䨚.风䈀理⇓᠀ �> 1y �x

的方 意；

2.行业 发 算，ބ䐤 ᘾ、，险益工作，度；3.通运用，䈀管
核ⷠ⇮管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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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保险

监管

1．了解保险监管的体

系与方式；

2．掌握保险监管的内

容；

3．掌握《保险法》等

有关保险从业法律法

规。

项目 8：保险

营销

1．掌握保险营销概念；

2．了解保险营销管理

过程；

3．学会分析保险营销

环境、保险购买者行

为；

4．熟练掌握保险营销

策略。

1. 热情周到服务的职业精

神；

2. 职业素养重要性的培养

和职业道德教育；

3. 诚实守信，遵守保险销售

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1. 险企职员虚假理赔骗保案、保险员伪造

车祸骗保案；

2. 中国大学生保险责任行”暑期社会实践

专项活动；

3. 宣传片——《客服人的一天》

1. 案例分析，以小组方式讨论险企职员虚

假理赔骗保案、保险员伪造车祸骗保案，

通过讨论，让学生加深对保险销售人员职

业道德规范的认知，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素养；

2. 结合“全国大学生保险责任行”活动，

向学生宣传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对专业实

践、服务社会和与人沟通等综合素质和个

人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3. 通过观看《客服人的一天》宣传教育片

及专业认知实习，保险客户服务人员通过

真诚文明、专业精细、优质高效的保险服

务，传达保险关爱，体现保险价值。

1. 增强自身

从事保险营销

工作的使命感

与自豪感；

2. 参加专业

实践、公益活

动积极性提

高；

3. 增强对保

险销售人员职

业道德规范的

认知，并将其

作为从业规

范。

【说明】

1.课程思政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教育内容。

2.提炼的思政元素：指要对学生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

3.挖掘的思政素材：指承载思政功能的有关素材，要有内容或案例名称，载体形式可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影像、以及其他形式等。

3.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描述诸如信息化载体、教师讲述、学生讲述、学生寻找提交有关资料、参观体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考核评价，以及使用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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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期成效：可从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具体到哪方面的目标）、教书育人效果、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积极性、创新精神、获得感等方面来描述，要可观察、

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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