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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投资学是为金融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必修课，现

在通用教材一般以上市公司为背景由资产评估人员撰写。由

于投资学课程本身有一套自成体系及系统的概念、理论与操

作，因而投资学中难免有大量晦涩的计量模型。在很多条件

下，投资定量分析又与一般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同，投资定量分

析具有一定技术色彩与实践特征。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多数

教师会认为投资学难教，学生普遍反映投资概念多、理论复

杂、实践性强而枯燥无味，因此失去对本课程学习的兴趣。为

了解决这些教学难题，本文认为在投资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

学法与务实操作法可能会起到较好效果。

案例教学是一门介于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艺术与方法。19

世纪70年代是案例研究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萌芽期，其

最初仅应用于医学、生物学等学科。20世纪20年代，经济管理

类专业及社会科学也采用了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由于证券市

场发展成熟，案例引入到投资教学中的历史悠久。在我国，现

代意义上的投资因中国证券市场一度被取缔而中断，到20世

纪80年代，现代投资教学还是少数高校书斋中的“舶来品”，投

资案例教学研究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证券市场

的二次建构，投资学案例教学不断深入课堂，一些先进教学理

念普遍被教师采纳。21世纪以来，由于电脑普及与网络大众化

及中国股市壮大，大学投资案例教学走向模拟化、实验化，也

使投资案例教学沿着两个方面演化———课堂案例解析教学和

课后案例模拟自学。由于以往学者对投资学案例分析多拘泥

于非网络时代，很难适应网络时代的教学实践，因而需要一种

新理论指导投资学教学。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运用于投资学

案例教学，能够培养一种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机制。基于以上分

析与教学理念，本文拟结合教学实践，对案例在投资教学中实

践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二、案例分析与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在投资教学案例研究上，教师如何把经典案例分析与案

例模拟操作分析结合起来使用，是构建主义教育实践的核心

问题。某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投资经典案例的发生，常常会对投

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比如，针对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我国

证券市场出现了“美国金融市场重病，中国股市感冒”的经济

现象。由于国内投资者缺少对美国次贷危机客观、全面的评

估，造成其先盲目出海高位接盘而出现巨亏，又盲目乐观未能

及时止损，出现深度套牢。如何及时、可靠、有效获得投资信

息，及时规避风险，这是投资学教科书难以诠释的。这一案例

涉及到投资学中的许多核心问题。

从课程设置角度看，教科书涉及的诸多经典案例分析很

难体现时代性、政策性，因此教师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尽量使学

生充分了解最新案例，及时通过安排经典小案例分析课和学

生共同讨论案例。在当代经典小案例分析课中，教师要在课前

做好充分准备，在课堂中尽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具体来

说，教师可事先告诉学生下一节将要分析的小案例，要求学生

在课后查找相关案例的内容、背景知识。教师可以预先设计若

干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寻找相关资料，并鼓励学生自己去

得出答案。因为此类当代经典案例分析课本身就是一个开放

式教学过程，教师应该把案例分析的主导权交给学生，只做引

导性的工作。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对学生进行正确

的激励。例如，可以把学生在小案例分析中的表现作为学习成

绩的一部分。有经验的教师认为，小案例教学侧重于对知识的

运用和分析，因而进行小案例分析更具有解释力，更符合案例

规律。由于它能使复杂的理论一目了然，这对有大量抽象概念

组成的投资理论学习课特别适用。因而，一定要想办法激励学

生去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在“学中做”，在试错中求证。由于投

资经典小案例教学对学生综合能力要求较低，虽然其仍需要

一定的投资专业知识，但它只适宜于在授课期间随机进行。此

外，在教学中对一个经典小案例的分析，如能辅以最近发生的

类似事件，会使学生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有利于其

克服投资学的理论学习中的枯燥性，教学效果会更好。

在案例教学课中，学生更偏好大案例实践模拟课。与小案

例教学不同，模拟实践操作教学属于典型的大案例教学，其

中，教师讲授为辅，学生操作为主，带有浓厚的实践特征。这类

案例课有别于传统的事例教学，具有实物教学特征。虽然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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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构建主义教育理论视角，本文首先对投资学案例教学存在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之后，论述了把构

建主义教育理论引入到投资学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其次，对引入模拟案例和小型引导性案例进行可行性分析，从而得出建

构主义教学理念在投资教学中的价值；最后，提出贯彻投资案例教学应坚持的四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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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教学对具体理论分析有随机性和针对性优势，但是对学生

的综合运用与务实操作能力训练欠缺，难以应对讯息万变的

投资理财案例，而模拟实验教学能够使复杂的道理简单化。和

其他课程教师需要编写虚拟事例不同，网上的模拟投资、炒股

软件，为投资教学提供了大量可供师生选择的情景操作平台

案例。教师应在教学中选近期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案例。以“包

钢稀土”为例，教师可鼓励学生用理论分析为何“包钢稀土”能

成为机构重仓股，如分析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这样让学生在虚拟选股炒股中找出根据，查明原因，在评估损

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学会避险。这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使他们认识到理论学

习与实物操作如何相辅相成。

投资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其案例体现了构建主义教学理

论的宗旨与理念。作为源于外部环境的投资学实验案例教学，

一是实现了产与学对接，这就会提高学生对投资学理论知识

学习的认同度，使学生克服纯粹理论学习中效率低的困境；二

是针对网络时代的投资新特征，体现了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推

崇的知行合一学习宗旨，鼓励学生查漏补缺，提高自学能力；

三是体现了大学教育的学习革命，增加了其社会实践功能与

职业培训功能，因而提高了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但是，由于

课程学时有限、教学资源有限，无疑会影响学生学习效率与自

学能力提高。如果推广过大，还可能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系统

掌握。加上学生个人学习禀赋差异、学习风格不同及教师授课

偏好，构建主义教学理论更适合小班制班级与产学关联度高

的学科，其他学科的教学尽可能因地制宜。教学时间一般安排

在一个学期内，再考虑到学习投资学的学生一般为本科高年

级学生，学习目标比较明确，而大部分投资课教师多是金融投

资专业青年教师，缺少系统的模拟实验课等教育学理论方面

的培训、学习，他们需要一些新教学方法和技巧充实自己。所

以，在投资教学中应以教师讲授为主，大量运用小案例教学以

弥补学生参与的不足，适当安排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模拟课，

其次数因学生综合能力而定，这样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

果。若条件允许，在模拟案例教学中，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丰

富教学内容、节省板书时间、体现学以致用。而如果班级规模

较小，且学生受教过研究式案例教学法，可推行课堂参与式教

学。此外，若授课老师愿意且时间允许，可以组织学生开办模

拟投资沙龙，提高学生自学兴趣与能力。

三、运用构建主义教学案例分析的原则

在教学中除了采用模拟案例分析和小型案例结合分析

外，考虑到投资行为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投资教学中还应注

意以下问题：

1. 坚持理论案例的逻辑系统功能，体现授课的科学性。

无论简单案例分析还是复杂案例分析，或者二者的结合都要

坚持“理论是案例的主导，案例教书是通过案例教授理论、学

习理论、运用理论”。投资学授课中的案例教学，是“用案例教”

而不是“教案例”，这是案例教学环节中必须自始至终遵循的

一个基本原则。从教学过程看，单个案例选择是以服务单个投

资理论为目标和导向。此外，复杂案例分析是简单案例分析的

综合，体现二者的系统性与构建性。借助复杂案例解剖“理论

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往哪里去，为何而去”的问题，体现投资

教学的归纳演绎功能。因此，教师在教学多案例分析中，要选

择单案例为点，多案例为面的教学模式。在完成对主要案例的

分析后，应以类似案例作补充，以备学生即兴演练或课后分

析。

2. 坚持模拟案例解惑授道功能，体现授课的目的性。采

用案例教学目的是授道解惑，体现案例教学的激励功能。用具

有故事色彩的引言案例作为教学素材虽然能极大提高学生的

兴趣，但教师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案例教学只是一种教学方

法，目的是为开展下一步的教学奠定基础，提高学生自学兴

趣，而模拟案例则强调让学生通过案例学到知识，提高认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前者主要是让学生快速进入教学的

场景，而后者是培养出大学生的业务知识与操作能力，最终让

学生成为理性的社会人、经济人。若教师在上课时发现学生过

分关注引言案例本身的故事性，而忽略模拟案例对揭示投资

内涵与技能的理解，一定要及时进行引导。否则，学生过分沉

迷于案例情节，那么引言案例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学习模拟案

例时也会误入歧途。

3. 坚持微观案例的兼容并蓄功能，体现授课实用性。现

代意义上的投资行为在西方有历时500余年的研究，而在中国

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国内外投资案例不胜枚举，基于多种

局限因素，许多教师喜欢采用英美的案例来说明问题，而忽视

了国内的案例。虽然其投资理论技术本身有相似性，但在讲授

国外案例时不能忽视国内案例，这是由于国内诸多案例有中

国特色，因而在案例中经常有违背主流投资的行为出现。尽管

如此，考虑到学生将来的工作环境及学习接受能力，在教学案

例中应坚持“洋为中用，中外结合”的原则。教师在亲手收集、

整理、编修案例时，应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教学案

例库，这样才能做到教研合一，避免案例的代表性不足。

4. 坚持宏观案例的与时俱进。网络化时代的证券投资案

例，虽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案例教学的时效性问题，但是由于

投资行为有多变的特征，仅仅加强学生在学习中的现实感还

是不够的，教师可以考虑适当引进实验模拟投资和投资实践

例题，从而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联系起来，不仅引起学

生对所学课程的思考，而且有利于理论探讨与创新。比如，美

国次贷融危机在世界范围扩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而思考

会对中国股市产生的影响，对投资者行为又会产生什么预期。

这种“知行合一”的教学实践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还

能够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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