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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到人生
“更重要的是人格教育”

“知识是有力量的，它会在人生中某个

不经意的节点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收获和震

撼。”

1月2日，西南财大柳林校区经世楼C

座206教室，50多名金融学专业大三学生迎

来了学期最后一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课。课上，张桥云没有讲授金融知识或探讨

银行前沿问题，而是温情地向同学们讲述

起自己的人生经历。

40 多年前，大学毕业后的张桥云被分

配到宜宾市南溪县一所中学担任数学教

师。8年的中学教师生涯中，他倾心教学、乐

在其中。但同时，一个更宏大的梦想在他内

心深处萌芽——要跳出舒适区，读研深造，

追寻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他毫无保留地向学生分享了自己从中

学教师到大学教师的奋斗历程，讲述自己

在求学、工作中的干劲与热情，以亲身经历

和思考为依据，引导学生在人生路上坚定

远大理想、勇往直前。

这是张桥云多年来一直保持的教学习

惯。在他看来，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殿堂，

更是塑造思想的舞台。他认为，课程思政的

关键在老师，“教师的言传身教尤其重要”。

“如果教师在课堂上总是满腹牢骚、怨

天尤人，这一定会给学生带去消极的影响。

反之，如果教师在课堂上总是充满激情，对

学生满怀关爱，对工作认真负责，学生一定

会因为你传递的正能量而朝气蓬勃。”张桥

云举例说。

张桥云始终秉持这样的教学理念，因

此，上课时从自身形象管理到知识讲授，他

都下足了功夫。小到实时数据与案例的更

新，大到国内外金融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他

都严谨推敲、反复研究，并从中挖掘“思政

育人”契机。比如，讲到商业银行监管时，他

通过法律法规和案例讲解，引导即将进入

金融行业的大学生明确行业红线和底线，

为投身金融行业做好充分准备。

对学生来说，这种别具一格的结课仪

式珍贵且难忘。每次课程结束后，张桥云的

微信和邮箱总能收到学生真情洋溢的留

言：“每当我沮丧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天

老师讲述‘事在人为’的故事，这比书本知

识更让我受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

下午您分享人生履历时的坚定神情。课堂

上，我收获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

人格教育——那是一种不断尝试的勇气和

永不放弃的力量。”

从课堂到教材
30年打磨一门课

张桥云与“商业银行”课程的缘分，要

从他刚开始工作时说起。1994年，作为青年

教师，他主动承担起“商业银行”这门新兴

课程的授课任务。1997年，他独立编著课程

教材《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学之余，

张桥云深入银行调研，赴国外访学，研究国

外银行运营模式，助力课程优化改革。

探索过程中，张桥云深刻意识到教材

的重要性。然而，国内商业银行教材“总体

上理论多实务少，国外案例多而国内案例

少”。张桥云意识到，讲本国商业银行的内

容太少了，课程思政就很难找到切入点。

如何破解商业银行“教材难”的困境？

张桥云决定亲自编写。2017年，从金融学院

执行院长职位卸任后，他调研了近80所高

校的商业银行课程教材使用情况，综合分

析国内外现有教材优势与不足，独立撰写

了2000多页课程讲义……历时4年精心编

著，2021年9月，《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第一

版）面世；2024年8月，《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第二版）出版。

与以往同类教材相比，这本书不仅系

统呈现了商业银行的知识框架，还特别注

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并融入了丰富的

课程思政案例，兼具专业性与思想性。尤其

是第二版，“更加结合中国实际，更加注重

呈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发展成就，更显中

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张桥云介

绍。

凭借教材内容、写作体例、中国特色银

行制度等方面的原创性和创新性，《商业银

行经营管理》一经出版，便赢得国内知名学

者和用书教师的赞誉。截至目前，《商业银

行经营管理》两个版本已经印刷8次，被复

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等100多所高校确定为指定教材，成为

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商业银行教材。

从线下到线上
让“商业银行”课程走向全国

“存款保险公司如何处理问题银行？这

节课，我们以硅谷银行为例进行分析。”这

是“B站”上张桥云上传的视频内容。2024年

初，张桥云以“西财桥哥”为名在“B站”和抖

音上开通账号，将课程教学实况录制成教

学视频，目前，“西财桥哥”系列视频网络访

问量超过6万人次。

“希望通过网络课程让更多老师和学

生受益，让西财课程品牌影响更多人。”一

年来，张桥云持续更新教学视频，累计上传

视频近300条。之后，他又将一学期实时录

制的 48 节课程剪辑整理成 73 个重要知识

点视频，方便师生、网友选择性地学习。

近年来，张桥云致力于通过不同方式、

不同渠道推广西南财经大学商业银行一流

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成果。

2020年以来，他受邀到全国50多个高

校和全国性会议开展交流分享，以实际行

动擦亮西财课程品牌名片；他主持建立全

国首个“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数字教研

室，分享教学心得，共享教学资源，助力青

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他牵头组建全国“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教师微信群，向100多所

高校180多位教师分享教学设计思路，并随

时答疑解惑；他举行多场线上分享会，就银

行业前沿话题如何融入课程思政进行交

流，每场分享会参与人数超3500人次……

“未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继续推动西财商业银行课程品牌走向全

国，甚至更远。”张桥云坚定地说。

30年

教室里
的“漂流瓶”

■ 眉山市东坡区苏洵小学 杨芬

这天，上午第二节课本来没有二（11）

班的美术课，但数学老师临时有事，和我调

课，让我这个美术老师意外地接过指挥棒，

上演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艺术奇遇”。

可是，孩子们没准备美术工具，这可咋

办？我灵机一动，想起年轻时在QQ邮箱玩

漂流瓶收获友情的趣事，我决定让孩子们

也体验一下“未知来信”的温馨与惊喜。

我对同学们说：“孩子们，既然前面一

节美术课是‘穿花花衣’，给瓶子穿上美丽

的衣裳，那我们这节课就继续这个主题，不

过得换个玩法！”

于是，我清了清嗓子，开始绘声绘色地

讲起十多年前的“漂流瓶奇遇记”。

“那时候，QQ邮箱有一个功能叫漂流

瓶，有一次，我试着写了一段话，就像给小

秘密找个家一样，把它放进一个虚拟漂流

瓶里，然后‘嗖’的一下，扔到互联网的大

海里去，等着有缘人来捞。谁要是捞到这

个瓶子，感兴趣呢就给我回信，不感兴趣

就再扔回大海，让它接着漂。你们猜怎么

着？后来，还真有个苏州的朋友捞到我的

瓶子并给我回信了，我们就成了QQ好友。

他可厉害啦，是个研究生毕业的高才生

呢，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他就像个暖心

的大哥哥一样，给了我好多好建议。后来

老师去苏州学习的时候呀，他还请我和朋

友们吃饭呢！”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烁着

好奇与向往的光芒，我在心里偷笑：嘿嘿，

上钩啦！接着，我话锋一转：“好，故事讲完

了，同学们，今天，咱们也来一场‘漂流瓶大

冒险’！不过，这次不用大海，而是用教室，

玩个教室版的漂流瓶！”

说完，我拿出一张张纸，分发给大家。

“你们每个人都写一段话，可以是对未来的

期望，可以是对同学的祝福，也可以是对老

师的吐槽，然后，老师来变魔法。”

接下来，教室里就变得超级安静。孩子

们都在认真写自己的话，一个个可专注了，

就好像在写什么绝世秘笈一样。终于，大家

都写好了。我迅速折起一张张纸条，然后对

他们说：“同学们，现在，我们的漂流瓶之旅

即将启航！抢到的同学可以决定要不要和

纸条的主人做朋友，想做朋友就回信，不想

就还给老师重新扔，让这个小秘密继续去

寻找它的好朋友。”这些小家伙们一听，开

心得像小猴子看到香蕉。

“嘘，哪边安静我就扔到哪边哦！”我

像个“投掷高手”，把一个个承载着纯真与

梦想的“瓶子”扔出去，纸条在空中画出优

雅的弧线，最后散落在教室的每个角落。

孩子们的眼睛都跟着纸条转，那眼神，就

像猎人盯着猎物一样，生怕错过自己的

“宝贝”。

抢到“漂流瓶”的孩子，有的兴奋得直

跳脚，赶紧打开看；有的则小心翼翼地拿

着，在那歪着脑袋认真思考要不要和这个

同学交朋友；还有的已经开始写回信，反正

没有一张纸条能躺在地上超过3秒。

“哈哈，我抢到了！”一个孩子激动得大

叫起来。接着，他郑重地打开纸条读起来：

“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然后，他抬头看

了看纸条的主人，两人相视一笑，仿佛找到

了久违的知音。

“我也抢到了，写的是祝你每天都开心

快乐！”

…………

就这样，一节课在欢声笑语中悄然结

束，孩子们在写信、回信的过程中，不仅锻

炼了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

何敞开心扉，勇敢地去结交朋友。我也仿佛

乘着时光机，重回那个简单快乐、充满无限

可能的学生时代。

下课铃声响起，但孩子们仍意犹未尽，

围着我分享着各自的“奇遇”，他们的脸上

洋溢着笑容：“这节课真是太有趣了，我都

不想下课！”

“老师，下次还能玩这个游戏吗？”

“玩！当然玩！不过下次咱们得换个玩

法，比如‘时间胶囊漂流瓶’，把想说的话写

给未来的自己！”我笑着回答。

看着他们灿烂的笑脸，我知道，这次临

时调课不仅没有造成困扰，反而成为了我

们共同的美好回忆。我想，这就是教育的魅

力吧！它总能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惊喜

和感动。

看来，只要心中有创意，处处都能变课

堂啊！

教学《愚公移山》一课的时候，

班里一个孩子突然激动地指着窗外

嚷道：“老师，咱们学校也有王屋和太

行二山呀！”这话一出口，课堂仿佛瞬

间被这童真的话语点燃，我不禁莞

尔，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向窗外。

窗外是校园西北角，原是一片

荒地，野草长得比人还高，藤蔓到处

乱爬。这几年学校翻修，拆下来的砖

头、水泥块没地方放，便一股脑儿堆

在那里。长年累月，那里一片杂乱，

每次从教室的窗户望去，那片荒芜

的景象特别扎眼，像是校园脸上的

一块难看的疤。

看着那片闲置的空地，我心里

琢磨着，要是能利用起来就好了。于

是，我向校长提议，让老师们带领孩

子们去开荒种菜。这样既能让孩子们

课余生活丰富一些，还能让他们在劳

动中锻炼动手能力，体会劳动的艰辛

和快乐。校长听了，欣然同意。

说干就干，之后每一个晴好的

课余时光，我们都会带着工具，领着

孩子们来到那片荒地。刚开始，大家

的劲头可足了，孩子们兴奋地挥舞

着小锄头，老师们也在旁边耐心地

教他们怎么干。可没干多久，问题就

接踵而至。建筑垃圾随意堆放，砖

块、水泥埋得深浅不一，一锹下去，

火星四溅；还有那些胡乱生长的草

木，根系盘根错节，紧紧地抓着泥

土，清理起来特别费劲。没几天，大

家的热情就被消磨殆尽，开荒计划

就此搁浅。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校长

发动全校师生一起开动脑筋。在师

生们的集思广益下，校长找来了挖

机，先将荒地平整了一番。可问题又

来了，清理出来的建筑垃圾无处安

置。就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校长灵机

一动，既然没地方放，那就把这些建

筑垃圾和着泥土、杂草堆成两座小

山包。在挖机的操作下，两座小山包

逐渐成型，远远望去，倒真有几分山

的气势。孩子们也跟着出主意：不如

在山上种些花草，权当假山景观，他

们纷纷从家里带来各种花苗。大家

你一铲、我一锹，将花苗种下。

起初，这些小山包看起来还是

有些突兀，杂乱的建筑垃圾和新种

的花草显得有些不协调。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些

花草在山包上扎下了根，开始茁壮

成长。嫩绿的叶子、鲜艳的花朵，逐

渐掩盖了底下的建筑垃圾。原本平

平无奇的建筑垃圾堆，慢慢变了模

样，真的像两座平地而起的假山。与

此同时，我们又在山脚下开辟出一

畦畦菜地，成了孩子们的劳动实践

基地。如今，有了假山和菜园的搭

配，这片曾经闲置的荒地，已经有了

乡野田园的雏形。每到课间，孩子们

都迫不及待地跑到这里，观察自己

种下的花草和蔬菜，脸上洋溢着喜

悦和自豪。

再次站在教室窗前，望着那两

座“王屋、太行”，我总忍不住感慨：

世间万物，本无绝对的美丑。一堆建

筑垃圾，经过巧思妙想，竟能化腐朽

为神奇。这不正应了那句“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吗？在我们的“仙山”

上，没有神仙，却有一群充满想象力

的孩子，还有一颗颗热爱生活的心。

假山旁的菜地里，孩子们种下

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对生活满满的

热爱；假山上的花草，不仅把校园装

扮得更美了，还在孩子们心里种下

了美的种子。这或许就是教育的真

谛：不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教

会孩子们发现美、创造美，让平凡的

生活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我倏然想起《愚公移山》的结

尾：“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

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我们的

“王屋、太行”虽然不是神仙搬来的，

却是凝聚着全校师生的智慧和汗水

“赊”来的，自此，校园再添一抹亮丽

的风景！

“一身正装，身姿挺拔，课堂上的张老师总是慷慨激昂、精神饱满、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他

将晦涩艰深的金融学专业知识娓娓道来，让人如沐春风。”这是师生眼中的张桥云。

张桥云是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但历届金融学子更习惯亲切地称他为“桥哥”。

从1994年毕业留校至今，30年教学生涯里，“桥哥”对商业银行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从未停止。他

于2021年主编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深受师生喜爱，全国近130所高校将其选作教材。他带领

“商业银行”课程从西财走向全国，并将之打造为国家级一流课程、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赊”来
“王屋太行”

■ 王诗炳

——记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张桥云 ■ 王春燕 宋珂慧 记者 陈朝和（图片由学校提供）

从一事，磨一课

课
堂
上
的
张
桥
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