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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面向金融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充分体现了网络银行管理是一门融合金融学、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的新兴边

缘学科的特点，及时反映网络金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新成果。本课程在介绍网络银行管理

有关概念、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电子支付、网络银行和网络金融创新等内容，

论述了网络银行管理相关的技术基础，并对网络银行管理的安全机制和风险管理进行了分析

和阐述。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深入认识网络银行管理内涵及其在网络经济运行中的重

要地位，理解网络银行管理运行的基本技术基础，掌握网络银行管理的主要方面，了解网络

银行管理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尤其重要的，是要理解网络银行给金融业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内

在和外部影响，包括风险控制和监管等问题。 其次，学生应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会运

用网络银行管理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金融现象和问题，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要求与教学方法 

（一）教学要求 
1、本课程的教学，必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联系，在使学生掌握网络银行管理理论

的基础上，加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 
2、在选择教学方法时，要特别注意做到三个注重：注重启发式教学，注重学生全面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目的在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教学方法 
1、教师课堂理论教学。网络银行管理是一门理论性和业务性都比较强的专业课，在教

学内容组织方式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较好地完成理论知识教学，同时结合多媒体教学以及模

拟实验等教学方式。目的是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有关网络银行管理的基础理论和业务技术。 
2、实验教学。学生通过实验熟悉网络银行管理业务技术，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 
3、学生自主进行专题设计。课程设置 2 周的课程设计。该课程设计是综合性的设计，

教师给学生只规定目标和要求，学生们根据教学内容和兴趣进行分组组合，自主规定其它的

技术指标。然后，按照自己提出的技术指标，查找资料，确定方案，再完成独立设计。这样

的课程设计，培养了学生查找资料和利用资料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学时分配和安排 

本课程共 36 个课时，2个学分，其中实验教学 18 个课时。具体安排见下表。 

 

四、教学内容和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和要求见下表： 

周  次 课    程    内     容 课堂时数 课外时数 

第 3 周 
实验一 了解典型网络银行的主要架构和功能 

包括：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花旗银行
3 学时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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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的网络银行 

第 5 周 

实验二 网络银行支付工具的使用 

包括：电子钱包、电子信用卡、电子现金、电

子支票 

3 学时 3 学时 

第 7 周 

实验三 网络银行安全技术的运用 

包括：防火墙、加密、签名、证书、网络安全协

议 

6 学时 6 学时 

第 9 周 实验四：学生自主专题设计 6 学时 6 学时 

 

实验要求：本实验的硬件配置：1G 以上的 CPU；256M 以上内存，32M 以上显存； 

                   操作系统：Windows2000/XP/2003； 

                   能联接互联网； 

                   多媒体演示设备系统； 

                   网络银行实验演示系统 

实验内容： 

 

实验一 了解典型网络银行的主要架构和功能 

 

1、目的要求： 

（1） 了解网络银行的功能和网站架构（实际进入各典型网络银行的网站）； 

（2） 掌握网络银行业务并实际操作。 

2、教学内容： 

（1） 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 

（2） 花旗银行； 

（3） 中国工商银行； 

（4） 招商银行； 

（5） 注册申请网络银行业务并操作。 

 

实验二 网络银行支付工具的使用 

 

1、目的要求： 

(1)了解各种网络银行支付工具的特点； 

（2）掌握各种网络银行支付工具的使用。 

2、教学内容: 

（1）电子钱包的申请和使用； 

（2）电子信用卡的申请和使用； 

（3）电子现金的申请和使用； 

(4)电子支票的申请和使用。 

本部分的操作都在网络银行管理实验演示系统上完成。 

 

实验三 网络银行安全技术的运用 

1、目的要求： 

（1）了解网络银行各种安全技术； 

（2）掌握一种或多种网络安全技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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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 

（1）防火墙的了解和设计； 

（2）加密的使用； 

（3）电子签名； 

（4）证书的使用； 

（5）网络安全协议的使用； 

（6）典型黑客技术的使用和防范。 

本部分的操作都在网络银行管理实验演示系统上完成。 

 

实验四 学生自主专题设计 

 

1、目的要求： 

（1） 了解学生对网络银行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实践能力； 

（2）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开发精神。 

2、教学内容： 

本部分实验不限定内容，由各小组自主决定设计方向和内容，独立完成后在

全班演示，由实验指导教师评分，主要考察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状况和实践动手

能力。本部分实验内容的评分结果直接进入学生的期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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