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科会计教学效果反思——以安徽三联学院为例 

沈丽玮1 焦琳晓 

（安徽三联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摘 要】：2006 年，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社会需求要求会计人才

具备一定的素质与职业能力。但是长期以来，传统的会计教学方法的单一性、对实践教学的忽视、教材的滞后性、

教师队伍参差不齐、学生学习的被动性等诸多因素，造成本科会计教学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大部分学生学了会计

不会做账，无法胜任会计工作。如何提高本科会计教学效果，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探索能

够提高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是当前会计教师队伍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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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科会计教育现状概述 

近年来，高考生报考财经类专业的热度有增无减，财经类专业依然是热门专业之一。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其他院校均

设置会计专业，会计类专业已经成了一些高校的摇钱树，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会计类专业生源人满为患。而相对

于生源的火爆，会计教师却显得稀缺，一些学校需要大量的外聘会计教师兼职，会计教师成了抢手资源。会计教师队伍也是良

莠不齐，大部分教师自己都没做过账，甚至不会操作财务软件，基本是从学校到学校。 

曾有海外教授这样评价我国的会计教育：“大陆会计教育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教授的品质。”除了师资问题外，教材作为学

生接受理论知识的第一手材料，内容略显陈旧，知识更新不够及时。宁波大学郭强华在《中国会计教育现状分析》一文中，通

过对全国 14 所重点大学会计教学现状的调查，指出：总之，中国高校会计教学水平一般，但也并非“糟糕”。中国会计教育改

革任重道远。 

2 本科会计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会计教学效果达不到预期的良好程度，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无法满足各行各业对会计专业人才的素质和职业能

力的要求，这也彰显出本科会计教学存在一定的问题。 

2.1人才培养目标过高或模糊，会计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教材内容不能与时俱进 

各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尽相同，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过高或模糊，例如：有的是培养“会计师”，有

的是培养“会计高端人才”。培养目标模糊，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课程开设的顺序、难度不具备梯度，较多课程内容具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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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学大纲也具有重复性，例如税法的相关各门课程中关于各个税种的具体规定，内容都是重复的。 

另外，教材的内容不能与时俱进，例如每年税法都有一定的变化，但当年变化的税法要在几年后的教材中才能体现出来。

即使老师在课堂上及时做了部分修正、更新，仍不能满足知识更新的要求 

2.2教学方法单一、呆板 

目前大多数高校会计教学方法仍然是以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为主，仍然是“黑板＋粉笔＋PPT”，模式，学生被动的

接受知识，不能很好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别提创新了。尽管有的学校有的老师已经采用“分组式讨

论”教学方法，但运用的范围不够广，主要用于简单层面的，提高教学效果的成效不显著。 

2.3教师队伍良莠不齐、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一些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职称结构也不尽合理，高级职称的是少之又少，初级职称占了较大

比例，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有的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时，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曾多次指出这个问题。此外有些教师缺

乏会计工作经验，就是从学校到学校，会计实践能力缺失，教学就是照搬书上的理论，把教材的理论向学生解释一遍，还生怕

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3 提高会计教学效果的建议 

鉴于会计本科教学存在的以上问题，针对性提出以下建议。 

3.1完善课程设置，合理提高实践课程的比例，完善教材内容 

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要日趋完善，开设课程时，要考虑课程的难度、专业性的梯度，并兼顾课程的兼容性。会计作为实践

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合理安排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适当提高实践课的比例，增加实践课的种类，可以开设会计综合实

训、会计分岗位模拟实训、ERP沙盘模拟实训，让学生多动手动脑，多实践模拟操作，以适应将来社会需求。此外，教材的编排

注意与时俱进，知识的更新要及时。 

教材内容可具备一定的新颖性，除了分章节介绍知识目标、能力目标、重难点，还可引进一些案例导入、知识链接、知识

小贴士，以增强教材的趣味性。教材的勘误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教材中错误率较高，会引起学生对教材质量的质疑，并

产生反感，从而降低了学习的兴趣。 

3.2加强教学效果监督，提高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 

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进行教学反馈，重视学生对教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把学生提出的意见及时反馈给老师，加强“教”

与“学”沟通交流，制定奖罚规章制度，强迫教师反省自己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提高业务水平

可以多途径，可以让没有会计实践经验的教师到企业工作一年，积累到一定的实践经验，再返回课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

提高教学水平有一定的帮助。 

3.3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先进教学方法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教学方法讲究多样性。摈弃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教学模式，可采用复习问题、启发式问题、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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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式问题、激励式问题等问题教学法，或课堂讨论法，或案例教学法。多种方法相结合，引导学生多思考、多发言，培养学生

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请进来、走出去”，把教师送出去访学，也可以引进国际高端人才进我国高校校园。加强国际

交流，适当引进国际先进教学模式，提高我国会计教学水平，增强会计本科教学效果。 

4 总结 

目前我国高校会计专业学生人数众多，队伍庞大。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会计从业人员，努力提高本科会计教学水平，

增强教学效果，是每一位会计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适当进行会计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王秀敏．会计学本科专业税法课程建设与教学方法研究[J]．企业导报，2011,(2). 

[2]郭强华．中国会计教育现状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2010，(4). 

[3]李桂萍．会计国际趋同背景下中国高校会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经贸，2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