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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模拟实践为导向的经管类学生投资决策素

养教育研究 
闭闲  郑嘉仪 1 

（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针对当前经管人才教育体系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模拟环境失真等问题，本研究以金融模拟实践为切入点，通过解
构金融模拟实践与理论教学的耦合机制、实验室建设框架及案例分层应用模式，揭示了现有教育体系中参与度不足、资源约束等瓶
颈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双向嵌入的课程融合机制、个性化精准教学策略及动态市场同步更新方案。研究成果不仅能够深化投资决策
素养教育的理论认知，还能为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参考，助力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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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立足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当前的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不

确定性特征显著增强，金融工具创新加速与资本市场开放深化
也对经管类人才的投资决策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1]。从我国高校
经管专业教育体系现状来看，经管专业人才的投资决策能力培
养仍普遍存在重知识传授而轻实践转化的问题，也与真实市场
环境相脱节。因此，本文以金融模拟实践为联结理论教学与实
务操作的有效载体，就系统培育学生的市场感知能力、风险评
估能力和策略调整能力等内容展开了具体研究，以期为相关教
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二、经管学生投资决策素养教育的研究基础 
（一）相关概念界定 
1.金融模拟实践 
金融模拟实践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虚拟金融市场环

境，可以通过仿真交易系统、案例推演平台和决策支持工具，
帮助学习者在风险隔离条件下进行全流程投资操作的实践教学
模式。具体到应用层面，金融模拟实践可以通过市场参数动态
调整机制模拟真实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征、借助数据可视化
技术强化决策过程的认知映射，还能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操
作行为的实时反馈与策略优化，有效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
制[2]。 

2.经管类学生投资决策教育素养 
经管类学生投资决策素养指在复杂金融环境中，其基于专

业理论框架进行价值判断、风险管控与动态决策的综合能力体
系。相较于普通金融知识教育，提升经管类学生投资决策素养
需要教师运用系统性思维整合宏观经济研判、行业周期分析与
微观财务评估等多层次信息，还要求学校学院跟踪根据市场信
号变化及时修正投资组合配置策略的教学方案，同步强调伦理
责任意识和道德风险等素养教育，最终帮助学生建构涵盖把握
市场规律、量化分析和动态调整等要点的能力递进矩阵。 

（二）金融模拟实践对学生投资决策素养的影响 
1.金融模拟实践提升决策能力的理论价值 
从教育心理学视角审视，金融模拟实践的认知建构价值体

现专业学习和市场跟踪两个方面。首先，遵循 Kolb 体验学习理
论，通过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和主动实验的系统将
于建构，高校可以提炼跨学科知识要点促进显性知识向程序性
知识的转化；其次，紧扣模拟交易中的高频决策的教育，可以
有效激活学生的快思维系统并培养其市场直觉与应激反应能
力，而复盘分析教育也能强化学生的慢思维系统逻辑验证能力，
夯实其理论储备。综合来看，此类理论因果交互的教学模式能
够显著提升学生在有限理性约束下的决策质量。 

2.金融模拟实践在投资决策素养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从实践教学出发，金融模拟平台的应用也补足了传统侧重

校内单项教育的局限性，帮助学生以实践为锚跟踪行情、提升
心理韧性并探索个性化发展方向。通过金融模拟实践教学，经
管类学生可以通过动态行情数据流重建理论模型与市场现实的

连接通道，使资本资产定价、Black-Scholes 等经典模型获得具
象化验证场景；也能通过创设的压力决策情境培养了自身心理
韧性，以便在模拟亏损与回撤中建立风险阈值认知；还能基于
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学习诊断系统，精准识别自身资产配置、
套利策略等方面的能力短板，并通过引入做市商机制、杠杆交
易模块等进阶功能促使学生的投资决策能力培养从基础认知层
向策略创新层跃迁，为其适应高频交易、量化投资等新型金融
业态奠定能力基础。 

三、经管类学生投资决策素养现状探讨 
（一）金融模拟实践融入经管学生投资决策素养教育的机

制分析 
1.理论教学的结合模式 
金融模拟实践与理论教学的深度融合需依托课程体系的结

构性创新[3]。在课程设计层面，高校多通过模块化重组将投资
学、公司金融等核心课程的理论框架解构为可操作化单元，在
讲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要点后嵌入组合构建模拟任务，使学
生在风险收益权衡的具象化操作中深化对β系数与有效前沿的
认知；教学实施中，很多高校还采用了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
相结合的模式，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策略引导者，并
利用模拟平台的实时数据反馈生成动态教学案例，以此强化了
学生对 Black-Litterman 模型等复杂理论工具的实践转化能力，
进一步通过决策、反馈和修正的迭代过程促进学生们形成稳定
的决策心理图式。 

2.金融模拟实验室的建设与运用 
现代化金融模拟实验室的建设需遵循场景真实性、系统集

成性、功能扩展性等实践原则，其架构包含实时行情接口与历
史数据库等基础数据层、量化建模软件与风险价值计算模块等
分析工具层和虚拟交易终端与压力测试系统等决策应用层模
块。在高校的一般教学实践中，金融模拟实验室的功能实现多
依赖于四维支撑体系，即通过多市场联动的仿真交易环境，涵
盖股票、期货、外汇等跨市场资产类别，依托动态情境生成系
统和蒙特卡洛模拟技术等构建极端市场波动场景，应用人工智
能辅助的决策评估模块对学生交易行为进行归因分析与策略诊
断，并支持团队投资策略的协同开发与竞赛机制以构建协作学
习支持平台等。此类立体化实验室体系可深化经管类学生的沉
浸式学习体验，进而培育学生的跨市场套利能力与系统性风险
管理思维。 

3.各类案例的分析应用 
在案例库建设中，高校多遵循市场周期覆盖性原则，即在

包含 2008 年金融危机等典型历史事件的同时纳入科创板注册
制改革等新兴市场情境，据此建设分阶递进的教学实施策略。
具体而言，高校在初级案例教学中多依赖单一资产类别的基本
面分析，中级案例主要涉及跨市场套利策略设计，高级案例则
要求综合运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对冲。通过案例的动态解构，
学生能够突破传统理论模型的静态假设局限，在非线性市场情
境中培养贝叶斯决策思维，并通过模拟处置效应、羊群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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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偏差形成机制以提升自身投资决策素养。 
（二）金融模拟实践融入经管学生投资决策素养教育的问

题 
1.实践与理论脱节 
当前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知行裂隙源于课程设计的时序

错配与内容断层，部分高校将金融模拟简单定位为理论教学的
验证工具而未建立双向反馈机制，导致学生在模拟交易中陷入
技术操作娴熟但策略依据匮乏的困境。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体现在传统教学周期与金融市场动态演化存在速率差异，教材
中静态均衡模型难以匹配模拟环境中的非对称波动特征，这种
脱节现象导致学生形成真空环境决策能力，当其面对真实市场
中信息摩擦与市场异象叠加作用时往往出现策略失效与认知失
调。 

2.学生参与度不足 
参与度低迷的症结在于激励相容机制的缺失与任务难度曲

线的失准，现行评价体系过度关注收益率等结果性指标可能忽
视决策逻辑与风险调整过程，并诱发学生的短期投机倾向。在
认知负荷分配方面，部分模拟任务未能遵循维果茨基最近发展
区原则、设置过高的技术门槛导致挫败体验或缺乏挑战性引发
娱乐化操作。更值得关注的是，个体差异化的学习需求与标准
化模拟任务的矛盾，使得风险偏好型学生与谨慎型学生均难以
获得适配的能力发展路径，最终导致参与动机的持续性衰减。 

3.模拟环境与实际市场存在差异 
尽管现代仿真技术大幅提升了市场模拟的逼真度，但受不

同高校教学设计差异等影响，其模拟方案与实际市场仍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差异。具体而言，心理压力场的缺失容易导致虚拟
资本操作无法复现真实投资中的情感卷入与风险知觉，市场流
动性的人为设定也会削弱价格发现机制的真实性，而外生冲击
的程式化设计则难以模拟黑天鹅事件中多市场联动的复杂性，
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学生在模拟环境中形成的决策模式存在适应
性缺陷，引致其尾部风险的低估与跨市场传染效应的误判并形
成模拟环境能力幻觉。 

4.教学资源与设施限制 
目前部分高校实验室硬件更新滞后，难以承载高频交易模

拟所需的低延迟系统，而很多学校也受限于商业数据库采购成
本而难以模拟环境多采用清洗后的历史数据，也会削弱噪声交
易情境的还原度。另外从师资维度来看，兼具学术素养与实践
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供给不足容易导致金融模拟策略指导停留
于技术操作层面，有限的教学资源分配也往往优先满足显性技
能培养，而决策素养所需的直觉培养、伦理判断等隐性知识传
递机制容易遭遇系统性忽视。 

四、金融模拟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推广 
针对前文所述的四类主要问题，笔者结合专业知识和实践

经验，针对性提出了以下金融模拟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推广
的建议。 

（一）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困境的核心路径在于构建双向嵌入、

动态迭代的融合机制。从课程体系设计来看，高校和教师需推
动理论模块的实践化重构，将投资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等课
程的核心知识点解构为可操作的决策单元，实现抽象概念与具
象操作的深度耦合。例如，在讲授套利定价理论时，教师可以
同步嵌入跨市场套利模拟任务，使学生在动态价差波动中理解
无套利均衡的实践约束条件；教学实施中也应建立双向反馈通
道，利用模拟平台记录的决策轨迹反哺理论教学[4]，引导学生
形成对有效市场假说等经典理论的批判性认知，进一步培养其
在非理性市场环境中构建适应性策略的创新能力。 

（二）学生主体性与教师指导性并重 
提升学生金融模拟实践参与度需从教师主导的线性传授转

向学生中心的网状交互。一方面，经管类学生教学应通过自设
投资约束条件的组合管理等开放式模拟任务激发学生的主体决

策权，并利用虚拟创业基金等激励机制增强学习内驱力；另一
方面，教师也需转型为策略教练角色，基于认知学徒制方法进
行个性化指导，通过干预决策盲区与行为偏差等方式，引导学
生自主探索并提升其决策逻辑一致性、风险调整收益和策略迭
代的投资决策素养，在保障学生决策自主权的同时通过形成性
评价引导其认知发展，立足双主体模式的权责平衡设计可有效
破解参与度衰减的恶性循环。 

（三）通过个性化教学提升学生参与度 
为支持学生探索个性化的学习成长方向，高校可以尝试个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学生能力画像，从风险偏好、认知风格、
策略稳定性等维度进行聚类分析并据此设计差异化模拟任务，
还应对风险规避型学生设置低波动性资产配置任务，对趋势跟
踪型学生安排动量策略优化挑战。此外，高校也可探索构建自
适应学习系统，根据实时决策数据动态调整任务复杂度，例如
对连续超额收益者自动加载杠杆约束或做空限制，或是引入元
宇宙技术创建个性化学习情境，允许学生自主设定利率波动区
间、监管政策强度等市场环境参数，在可控变异空间中探索个
性化投资范式，持续激活学生的个性化探索能力、提升其专业
投资素养。 

（四）教学内容与现实市场同步更新 
为针对性弥合模拟环境与现实差距，高校可构建动态案例

库更新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抓取数字货币监管新
政、ESG 投资趋势等市场热点事件，并转化为可嵌入模拟平台
的教学案例。在技术实现层面，高校也可以在前述资源配套的
基础上，运用云计算架构搭建混合现实模拟环境并整合实时行
情数据流与虚拟交易场景，使学生面对的市场波动率、流动性
指标与真实市场保持同步。另外从校企合作视域出发，教师还
应支持经管类学生通过与量化投资机构共建数据飞地，合作获
取脱敏后的真实交易数据与策略模型并重构更具市场厚度的模
拟环，以此建立教学内容的弹性更新机制，尝试设立由行业专
家参与的课程委员会并每学期对模拟参数、案例库、评估标准
进行合规性审查与适应性调整。 

五、结论 
金融模拟实践通过情境嵌入与动态反馈机制，能够有效弥

合经管类学生投资决策素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行为的
多重鸿沟。本研究立足金融模拟实践融入经管学生投资决策素
养教育的基本概念和教育价值，在深入分析教学模式的基础上
关注了实践与理论脱节、学生参与度不足、模拟实践差异和教
学资源限制四类问题，进一步针对性构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
学生主体性和教师指导性并重、个性化教学实践和教学内容同
步更新等金融模拟实践教学模式建构和推广的系列建议。研究
成果不仅能为投资决策素养教育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更能为
金融科技驱动下的教学改革开辟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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