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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应用能力培养重构基础会计课程教学内容

——以浙江树人大学为例

朱幼凤
*1

(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5)

【摘 要】:《基础会计》是门实践性与社会性较强的专业入门课,要落实课程的应用性建设,首先需要围绕应用能

力的培养,突破传统精英教学下的以学科逻辑体系的内容编排束缚,重构课程教学内容｡以教学实践来说明如何调整

教学内容,突出课程的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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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应用性课程的认识

对应用性课程认识的深度,直接影响课程建设的方法与效果｡应用性课程是相对于学科性课程而言的,它是应用型高校为实

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而提出的概念,是社会中心的课程设计观的体现｡社会中心主义的课程观强调课程的工具性,强调为职业

发展做准备,主张以社会需要为依据确定课程内容和组织课程活动,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作为组织课程的中心,关注如何通过课

程形成社会价值｡因此应用性课程是以培养学生具有适用性和迁移性的应用能力为根本目的,其课程目标是既注重学科基础,又

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应用性课程教学是在学科知识基础上以应用性人才为目标,以

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的教学方式,其教学较少体现课程的研究性､学术性,强调的是应用性,以应用性知识和综合知识为主进行

教学｡

基础会计是财务会计课程体系中的入门课程,有三强:专业性强､实践性强､技能性强｡作为学科性课程时,其更多的是强调对

会计理论的学习,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系统,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多年不变,不论何种知识类型,以讲授法“一讲到底”｡但作为应

用性课程,就好比学习驾驶,理论够用就行,更重要的是上车操练,因此不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程学习评价体

系上,都要进行深度改革｡

传统的基础会计教学,基本是学科性教学,教师授课“轻松”(以教师为中心的单一讲授,没有什么教学设计,并不考虑学习者

的学习效果),学生学习却极困难(抽象､枯燥､难懂)｡对于这种转变,首要体现在对教学内容的调整上｡应用性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

不能再遵循精英教学下的以学科逻辑体系的编排,需要考虑围绕应用能力的培养与学习者的特征,遵循应用性､实践性的原则,重

构教学内容｡

2 传统基础会计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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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基础会计》课程教学内容是典型的按学科的逻辑体系组织编排,从而体现系统的学科知识及其结构｡按应用型课程教

学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1)没处理好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关系｡不区分教学内容,基本都侧重理论知识,实践教学往往是作为辅助,更多地是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其实在基础会计课程中,理论知识所占的比例并不多,更多的应该是实际操作技能,不应该将

实际操作能力的内容按理论知识的方法来编写与讲授｡

(2)教学内容全,面面俱到,过于强调系统性与完整性,而不考虑实际应用｡有些方法在企业已不太使用或是没有应用价值,仍

在课程中讲授｡比如会计的核算形式,这是一种程序性知识,本身通过讲授教学,教学效果就不好;何况还一下子介绍多种方法,而

且不少方法在实践中很少应用,更不用说随着会计信息化的发展,强调流程的价值越来越弱,但我们现有的大多数基础会计教材

都还在不厌其烦､系统､完整的介绍这些内容｡再比如原始凭证的按各种标准的分类,从应用能力的培养来说,这部分内容基本没有

价值,知道这些分类主要是为了传统考试的需要,对应用原始凭证基本无效;不知道这些分类标准与具体类别,能够正确填写与读

懂原始凭证,才是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的真正能力｡这样的教学内容在传统的基础会计课程教学中还很多,这种脱离企业实际的

知识､技能传授,怎么能体现课程的应用性｡因而难免不少学生在走上会计工作岗位后会说,理论与实际相差太大,学的没用,用的

没学｡

(3)教学内容的编排没有考虑学习者的思维特性｡对比中西方会计教材的编排结构,可以感受到教材的不同风格｡我国教材更

多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体现,理性而严谨;而西方教材更多的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内容编排与写作风格,富有感性认

识,循序渐进,更符合受教育者的思维方式｡比如作为专业的入门课程,基础会计第一章总论对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等内容

的阐释,专业性强,概念堆积,既抽象又晦涩,对于会计没有任何认知的学生来说,怎么能够授受与理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讲

到持续经营假设时,很多教材都会说明这种假设对于会计核算的重要性,举例说如果没有持续经营假设,固定资产就不能按历史

成本计量并按期计提折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企业经验的学习者来说,如何能够明白这种假设的重要性(这句话中的关键词都是

陌生的专业术语:固定资产､历史成本､折旧)｡再比如对于谨慎原则的说明,在没有学习会计要素之前,在没有学习任何会计核算之

前,怎么能够让学生理解｡而对于学生最需要的企业相关的知识,教材却只字不提｡基础会计教材只讲会计的知识,大多“天然”的

认为学生具备相关的企业知识､财经知识､税收知识｡其实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基础会计课程中就不应该放在第一课介

绍,也没必要系统的介绍,完全可将其融合在会计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在实际应用时再引出相应的理论知识｡于是会有教师说,这

样知识不成体系,为什么要成体系,影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吗?说到底还是根深蒂固的学科性教学观念的体现｡

3 删､减､增､融传统课程教学内容

为了体现课程的应用性,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对每一章节内容,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重新解读,进行了删､减､增､融的调

整｡

删:去掉陈旧的与无用的知识与方法,如随着会计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已经没必要介绍多种账务处理程序,企业手工会计都不

太用的流程,何况在会计软件大量应用的情况下,这部分知识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没在价值的,完全可以删除｡又如,删除记

账凭证的单式记账凭证与复式记账凭证､非汇总记账凭证与汇总记账凭证的分类知识｡

减:弱化会计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要求(减少陈述性知识),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基础会计是学科的入门课,对于抽象复杂的

知识,本应在学生具备一定的感性认识之后,再循序渐进的引入,但传统基础会计教学在第一章就堆积大量的专业知识(如会计假

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根本不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对于这部分理论知识,只需要基本的识记就可以了,即不求理论精深,但

求实用有效｡

增:增加的教学内容主要为三方面,一是企业基本知识(缺乏与企业相关的知识与经验,是会计难学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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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学内容与教材并没有这部分教学内容);二是会计准则的变化(会计准则不停的在修订,教材肯定跟不上变化,这就要求

老师要与时俱进的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三是会计信息化的知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会计的做账技术不再依赖传统的手工,

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要弱化手工的做账技能,但要增加会计信息化的基本知识)｡

融:增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学科性课程的教学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或是从理论到实践,但对于应用性课程的教学,更应

该的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融合｡这种融合,突出的是应用性的特点,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

4 从应用性出发,重新解读课程内容

同样的教学内容,在作为应用性课程时,需要围绕应用性的核心进行重新解读,按内容的实质对其进行分类,分为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操作等四部分,其中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属于知识模块,基本方法与基本操作属于职业能力模块｡不同内

容具有不同特点,其专业能力要求也不同,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础会计课程教学内容的划分及专业能力要求

教学内容划分 特点 专业能力要求

基本概念（会计六要素，会计等式）
财务会计的核心概念，既抽象又具体，

逻辑性强，专业学习的基石

准确辨识会计要素，培养会计的思维

方式，为后续财务会计课程的学习打

下坚实的基础

基本原理（会计基础，会计假设，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陈述性知识，理论性强

初步了解（是什么），在后续课程中

会进一步学习（为什么）

基本方法（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知识的应用，对企业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

最基本的方法

熟练掌握借贷记账法，学会用会计的

视角分析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突出“应

用性”

基本操作（填制凭证、登记账簿、

编制报表）
做账流程，程序性知识

具备良好的操作技能，突出实践性

（“怎么做”）

5 突出应用性,开设模拟实训教学环节和企业调研环节

对于教学内容中的基本操作技能,需要通过模拟实验教学环节,仿真企业会计实务,按工作任务及工作流程为依据组织实训

教学,教学做合一,通过项目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会计业务操作技能｡

社会性强是基础会计课程应用性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作为会计的入门学科,要建立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对职业的了解,必须让

学生走出课堂,走进企业｡江浙的企业多,具备开展企业调研的良好条件｡在教学实践中,增设课堂外的企业调研环节,让学生按调

研提纲的要求,从企业基本情况､会计工作岗位设置与岗位职责､会计流程等三方面开展企业调研,并且提交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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