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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会计仿真实训教学组织 

——以武职商学院会计专业 3+2为例
1
 

程 敏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目前，随着高职教学日益改革与创新，高职会计新课程改革也不断深化，通过新的教学模式，以提升

教效学率。仿真实训教学作为当前高职会计教学中应用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会计业务处理能力，同时也

可以促进学生形成系统的会计思维。本文主要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就武职会计专业 3+2 构建会计仿真实

训课程教学组织的相关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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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高职院校的财务会计课程教育中，很多院校仍没有摆脱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学生被动学习，缺乏兴趣，难以培

养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和实际岗位工作能力。主要体现在：理论性较强，不同的会计课程之间缺少连贯性，教师与学生的交流

较少；在课堂教学模式上以单方向的灌输为主，以通过考核为目标，忽略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 

2 会计仿真实训课程介绍 

2.1会计仿真实训课程内容 

《会计仿真实训》这门课程的前置课程是《基础会计》《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等除《审计》外

的所有会计专业课程，是巩固及检验会计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ー门实践课程，实训是为同学们以后步入会计工作岗位奠定良好

的基础。其课程内容具体包括：填制与传递原始凭证；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复核记账凭证后登记日记账、

明细账；按旬（十日）编制科目汇总表；据审核无误的科目汇总表登记总账；据会计核算资料编制会计报表。 

2.2会计仿真实训课程教学目标 

该课程教学目标是借助模拟的会计环境和资料，角色扮演，让学生掌握企业财务会计各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

操作程序和方法。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巩固、深化课堂教学内容，进ー步提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培养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实际操作方法融会贯通。使学生在通过与岗位要求完全相同的实训操作中，培养职业意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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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质、形成工作能力，为即将从事的财经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财经类专业人才。 

3 武职会计专业学生的特点 

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有普高升上来的学生，也有“3+2”的学生，分别分班教学。“3+2”的学生，中职三年，高职两

年，对于会计专业知识掌握比较牢靠，由于中职的学风比较松散，学习功底不扎实。相对于理论学习，“3+2”专业学生更喜欢

积极动手展开活动，实验教学模式更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 

会计专业实训课程在高职大三开设，按照会计专业的培养方案，同学们学完了所有的前置课程，具备学习该课程的理论知

识和必要实践能力条件。从首堂课了解的学情看，学生所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的学习基础存在缺陷，对任务的处理无法胜任。

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高职会计专业学生往往课前不预习，学习如同猴子掰苞谷，缺乏巩固和融会贯通，缺乏将理论有效运用

于实践的能力。 

4 高职会计仿真实训课程课堂教学组织 

4.1武职会计仿真实训课程课堂教学组织的目的 

髙职会计仿真实验课首堂课的设计，针对髙职学生特点，重点是让同学们认识到课程的重要性。大三学生面临毕业和就业

的心理。企业普遍看重学生是否有实践经验。让同学们意识并认同到该课程本质上就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会计工作的岗位实

践平台，帮助同学们融会贯通所学，为同学们顺利走上会计工作岗位，打通走向会计岗位的最后ー关。 

4.2武职会计仿真实训课程课堂教学组织的构建 

为尽可能仿真，同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该课程项目教学框架的搭建是首先将整个班分成 16家公司和 2家银行，

每家公司财务科均设置出纳会计、记账会计、财务科长、业务员 4 个岗位。每家银行均设置 2 个结算业务岗位。所有学生都被

确定在不同公司的不同岗位，一人ー岗，进行相当独立的会计操作。然后按照会计岗位实际工作流程展开该课程的实训。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依次安排：建账；1-5日业务处理、审核；6-10日业务处理、审核；11-20日业务处理、审核；21-30

日业务处理、审核；31 日业务处理、审核；结账、对账；编制会计报表；装订、整理；撰写实习报告等。银行为企业间的往来

业务，提供资金信贷、转账等金融服务，并做好银行账等相关职责。 

5 武职会计仿真实训课程课堂教学组织的创新点 

本次的髙职会计仿真实训课程的课堂教学组织与以往的不同处或者创新点在于以下几点： 

5.1通过信息技木，适时提供资料并通知同学们做好课前预习 

该课程其实质就是给同学们提供这样ー个会计岗位工作的实践平台。因而这门课程以同学们为主，教师为辅。每一次开始

ー项实训任务时，首先通过“超星学习通”上传与完成该项任务相关的简洁版精华学习资料，作为同学们的课前预习，提高同

学们在课堂完成任务的正确性，从第一堂课，同学们对会计的处理正确率不足 10%;在第二堂，同学们完成布置的任务，明显得

到了显著提高。 

5.2善用信息技术，点评更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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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结合信息技术布置题目即时了解学情。在布置给公司每ー个阶段性任务后，并不是马上让同学开始做任务。而是将任

务分解为 18道问题，如果每个组把 18问题解决，则完成此次任务就没有问题啦。结合学习通依照题目顺序依次布置给 18个组，

即 18个题分给 18组来做，每个组负责其中一道题，时间为 10分钟。用学习通的拍照获取资料，并将资料保持在学习通设置的

资料夹中，这样就获取并保存了同学们第一次做题情况。拍照后完成后，再给 5分钟时间让同学们检查、反省_己的作业。第二

次做题时，同第一次一样，在拍照同时将资料保持在学习通设置的资料夹中，这样就较为准确了解学生们的学情。 

5.2.2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了对全班指导的准确针性。把收集的经学生反省修改的资料，通过学习通的投影实时向全班同学

们播放，请同学们点评该小组完成作业的情况，做此任务小组同学也可以自我点评。最后，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或重点问题，

教师进行指导、给予评判。这样辅导方式满足高职大三学生想听自己有困惑点的地方。让讲解针对性更精准。同时，通过采取

学习通等信息技木，解决同学们原来在座位上独立做题，成果不能及时共享的问题。这种信息技术的运用，即使在上课前没有

对学生做学情分析，也能快速发现同学们在学习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并能给予即时指导。 

5.2.3 设置 18 个助教，提髙同学们参与度和完成任务效率。在布置给公司每ー个阶段性任务后，并不是马上让同学开始做

任务。而是将任务分解为 18 道问题，如果每个组把 18 道问题解决，则完成此次任务就没有问题啦。结合学习通依照题目顺序

依次布置给 18 个组，即 18 道题分给 18 组来做，每个组负责其中一道题。这样教师就有 18 个助教，提升了每ー个小组参与的

主动性，各组之间可以通过大家共同的力量，去积极完成任务。 

5.3检查作业的设计，在提高检查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的情况下，同时提高了效率 

在每次布置任务后，规定收作业的时间，即把所作的总账、明细账、记账凭证等装在信封中，写上公司名称以及组长、组

员名字，再封好牛皮袋交给学委，学委按照要求整理好资料顺序，交到教师批阅。 

5.3.1以检查次数为计分标准，提高同学们任务检查的一次通过率。为了提髙同学们及时完成任务和任务检查的一次通过率，

规定了交作业时间，并根据相应通过次数进行打分。第一次就检查通过本次成绩为 100分，第二次检查通过为 80分，第三次检

查通过为 60 分，第四次检查通过为 50 分。通过训练，学生们完成作业任务的态度比以前更认真，听课也更关注，也更愿意主

动找教师沟通交流。在实训时，同学们甚至在教师讲台前排队向教师请教问题，而且任务检查的一次通过率，由过去的风毛麟

角，达到两位数以上的通过率。 

5.3.2以点代面的检查，做到了知识点检查的全覆盖。每次批阅前把需检查的任务分解为项目，总结每个项目知识点。在批

阅检查时按照项目依次检查，检查每一个项目知识点的完成情况，知识点检查是以点带面去检查问题。例如，在第 1 组总账的

某ー账页上用铅笔登账，教师只需仅在此处标出即可，总账的其他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在明细账中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教师可以不用再标出。如果在第二次检查时，如果第 1 组只修改教师标出来那ー处，而没有修改其他地方，则该问题的

修改没有通过，故第 1 组不能通过这一次检查，需要进入下ー轮检查，这样以点带面的批阅方式大大节省批阅时间，保证批阅

的全覆盖。避免了同学们由过去计较每一处发现的问题，转变为用心做好任务的每ー个细节。同时批阅次序法修订更便于查询、

修订，批阅时针对发现的问题，会按照发现问题的顺序依次标上顺序号，把存在问题的纸折ー个小角，方便同学们查阅和修改。 

5.3.3彩笔批阅，有效暗示，免争议，便查找。教师批阅时的色彩痕迹法，与同学们修改登账的错误的红笔区分开来。第一

次批阅用绿色墨水批阅，代表第一次错，修改正确就好。第二次用黄色墨水批阅，代表第二次错，要重视。第三次批阅用橘红

色墨水批阅，代表第三次错，要警惕。这样教师的批阅次数，暗示同学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存在的问题，减少了争议评分。

同学们更加清楚自己在一个知识点上错了几次。每一次批阅完一个组都会用与批阅颜色一致便签纸在纸上标数字，表示同学们

这次检查出现几个问题点，并贴在信封上，利于同学们了解存在几个问题，然后查找标注出来并折叠的地方去修改，及修改其

他地方存在的同样问题。以反复提醒学生们是以点带面修改，不能仅仅修改一处，类似的问题要全面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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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仿真实训课堂组织成效 

通过有效结合信息技术改进实训课堂教学组织，明显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首先，加强了同学们预习，激发了学习主动性

和积极性。其次，提升了教师批阅作业效率和教学质量。从检查通过率可见，第一次检查通过率由 1%达到 10%以上。第二次检

查通过率由原来的不到 10%提高到 14%。第三次通过率 100%。最后，提髙了教学指导的针对性，增强了同学们对会计理论知识的

理解和实务处理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会计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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