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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当前经济新形势对会计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推动，企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向高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培育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会计学创新人才成为高校的首要任务，对国家和企业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内涵

界定、总结现阶段会计学实践教学现状的基础上，从教学内容与要求以及教学形式等方面重构了会计学实践教学体系，

并且构建了相应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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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
需要，应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加快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的局面”。创新人才是当今各国教育领域的一种

战略资源，培育创新人才、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思维，不仅是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推动社

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各高校应该履行的义务［１］。

伴随当前经济新形势对会计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推

动，企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的培育向高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然而，高校在现阶段学生培养的过

程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忽视了学生

在学习上的主动性，这不仅不能全面启发学生的

思维和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还会由于培养定位

没有紧跟市场变化，导致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脱

节，难以培养出发展后劲足、创新能力强的会计学

专业人才［２］。要让会计学专业的毕业生较快地

适应岗位，满足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高校必

须制定好教学内容和要求，优化现行教学形式与

设备，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基于此，本文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式对湘潭市会计学专业的本科生、教师

以及管理者进行了走访和随机网络调查，依据统

计数据分析了当前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

题与具体问题，从教学内容与要求和教学形式等

方面对会计学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了重构，并对重

构的实践教学体系制定了相应的机制保障，在完

善目前会计学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

创新素质。

１　内涵界定
１．１　会计学创新人才

在《创新绿皮书》一书中，创新的定义为“在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生产和运用新事物，为

解决原有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满足个人和社

会的需求”。创新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还是一

种社会现象，其定义是指在原有的理论、技术基础

上，对事物进行更新、改造和完善［３］。创新人才

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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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有效

解决问题，具有积极进取的特点。

本文认为，会计学创新人才是指能适应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需要，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

创造性思维能力，能设身处地应对和解决各种财

务和会计难题，通过财务报表发现企业运营中的

问题，积极跟踪会计前沿，高度关注会计理论与实

务的发展，善于运用大数据进行财务决策，在会计

和审计等领域表现突出，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会

计专门人才。

１．２　会计学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是指实践教学活动中，各个实

践环节和要素有机联系起来的总和，构建时需要

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中心，结合企业和社会对人才

的需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的特点制定，贯穿教学的

全部环节［４］。会计学实践教学，不是独立的实践

活动，也不是在教学中简单地增加一两门实训模

拟课程或者是单纯地安排学生外出实习，而是贯

穿人才培养全部过程的基本形式［５］。

本文认为，会计学实践教学体系是在培育会

计学人才过程中，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协调统一、相

互联系、相互配合，有机联系结合起来的整体。体

系内各环节紧密结合，对会计教学方法不断进行

优化，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素质、专业实践能

力和创新素养。范围包括课堂内和课堂外、校内

和校外、日常教学和学习成果检测与评估，具有教

学内容创新化、教学要求严格化、教学形式多样化

和教学设备先进化的特点。

２　现状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会计学实践教学的现状，提高

会计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本文通过科学

制定调查问卷，借助问卷星网络平台和现场走访

的形式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湘潭市高校会计学

专业教师、管理者、学生，其中选取了教师（会计

学专业教授、副教授、讲师）３０名，实践管理者（会
计学班级辅导员和学院教学管理者）２０名，学生
２５０名。通过发放、回收并整理问卷，进而对目前
会计学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问卷

调查的内容既包括现行的实践教学形式和方

法、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等方面，还涉及创新活

动的举办情况、校内外实习机会、学校实训设备

情况反应等共 ２６个问题。另外，针对会计学实
践教学过程中常见的行为设置问题，特别是创

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本次调查对实践教学环节

分年级进行深入细致观察，并详细记录实践教

学环节中学生、教师和管理者的行为以及三者

相互作用的情况，以期找到目前会计学实践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此次调查中，共发放问卷 ３００份，回收 ３００
份，回收率 １００％。在对回收的问卷质量进行辨
析之后，笔者对有效问卷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一

方面，根据不同群体回收问卷的汇总数据，对目前

会计学实践教学现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

结；另一方面，通过对所有问卷数据具体数值的统

计，采用层次分析法，从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

要求和教学设备四个方面对教学现状的具体问题

进行定量分析。

２．１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存在的基本问题
根据对教学实践环节的记录和学生问卷，总

结出目前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群体最为关注的四

个问题。其中，９２名学生（占比３６．８％）认为自己
实践动手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较差，即使掌握好

了理论知识也难将其运用到实际操作中；８６名学
生（占比３４．４％）认为自己对实践课堂案例分析
能力不足是最突出的问题；３７名学生（占比
１４．８％）表示在实训课堂上软件应用能力欠缺，对
软件的操作不够熟练；３５名学生（占比１４％）认为
课程内容枯燥，特别是一些理论性知识较多的章

节，由于缺乏实际操作，学生难以有效理解理论含

义，因此上课效果大打折扣，。具体统计情况如图

１所示。

图１　学生问卷分析

教师是实践教学的主导者，教师的水平很大

程度上能影响到实践教学的效果［４］。调查结果

显示，１１名教师（占比 ３６．６６％）认为教学形式缺
乏创新是影响实践教学效果最重要的原因；８名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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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占比２６．６７％）认为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在于教学形式缺乏系统性，在后续的教学中

需要不断完善；５名教师（占比１６．６６％）表示实践
教学课程内容的难易程度难以把握，即教师在学

生的水平和讲课内容的难易程度之间很难找到一

个稳定的平衡点，是目前教学现状中较为严重的

一点；４名教师（占比１３．３３％）认为目前实践教学
基地不完善，教学设备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实践教

学的需求；还有２名教师（占比６．６７％）表示实践
教学教材的质量有待提高，因为教材质量是影响

学生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因素。具体情况统

计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教师问卷分析

在教育系统中，管理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

往往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在

诸多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所以管理者反映的

问题也不容小觑。从统计结果来看，有９名管理
者（占比４５％）表示目前的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
创新管理机制；６名管理者（占比３０％）表示目前
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缺乏统一的考核标准，因为

在评价教学效果时，对于每一个教学环节得分的

量化，要通过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给出具体的数

值标准；此外，５名管理者（占比２５％）认为在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会计学教学方面评价和激励功能发

挥不足，影响到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习积极性。

具体统计情况如图３所示。

图３　管理者问卷分析

２．２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存在的具体问题
在对不同主体的问卷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

从而把握目前会计学教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进

一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存在

的具体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着重对实践教学的教

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和教学设备等运用综

合权重进行细致分析，旨在发现目前实践教学存

在的具体问题，为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的实践教

学体系重构提供现实依据［６］。

２．２．１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简称

ＡＨＰ，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它在
决策和分析问题上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具

有系统、灵活、简洁的优点。用该方法能通过综合

权重的大小准确了解学生、专业教师和管理者对

目前实践教学的满意情况、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具

体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便于针对性地解决

问题。

２．２．２　评价等级设定
在调查问卷中，每个现状指标评定了５个等

级，分别用１～５来表示对目前情况的满意程度，
其中５表示非常满意、４表示比较满意、３表示一
般满意、２表示不满意、１表示非常不满意，评价者
根据这个标准对各项指标进行评分，并据此对每

一份问卷进行数据统计。

２．２．３　指标权重计算与分析
层次结构的目标层只有一个，即研究主

体———实践教学现状。准则层 Ｂ１～Ｂ４是影响教
学现状的四个因素，即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

要求和教学设备。准则层又包括众多指标层，其

中指标层 Ｃ１～Ｃ６对应于准则层 Ｂ１，指标层 Ｃ７～
Ｃ１１对应于准则层 Ｂ２，指标层 Ｃ１２～Ｃ１７对应于准则
层Ｂ３，指标层Ｃ１８～Ｃ２１对应于准则层Ｂ４，准则层与
指标层之间相互影响制约。

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之后进行一致

性检验，然后运用 Ｅｘｃｅｌ计算模板（涉及 ＭＭＵＬＴ
和ＳＵＭ函数的运用）计算出相应的权重值①。最
后，由相对应的准则层与各个指标层权重相乘得

到综合权重，各指标权重值及综合权重如表 １
所示。

６９
①限于篇幅，具体运算过程未列于正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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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指标权重一览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综合权重

实践教学现状Ａ

教学形式Ｂ１

（０．１９７０）

教学内容Ｂ２

（０．３７７６）

教学要求Ｂ３

（０．３０８３）

教学设备Ｂ４

（０．１１７１）

Ｃ１教学组织形式新颖独特，照顾到全体同学（０．０４５９） ０．００９０

Ｃ２实践教学课时足够完成课程内容和练习（０．０９１３） ０．０１８０

Ｃ３创新活动、竞赛和科研活动机会多（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３

Ｃ４创新教学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２０

Ｃ５校内实习活动多，能充分提高实践能力（０．０７１８） ０．０１４１

Ｃ６校外实习机会多，与企业紧密合作（０．０７２０） ０．０１４２

Ｃ７财务软件操作熟练，财务核算能力强（０．０２９４） ０．０１１１

Ｃ８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牢固（０．０７９５） ０．０３００

Ｃ９专业课教材内容更新及时（０．０５１６） ０．０１９５

Ｃ１０教师对案例教学方式的掌握能力（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５

Ｃ１１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０．０５７５） ０．０２１７

Ｃ１２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教学氛围好（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８

Ｃ１３教学要求强调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９

Ｃ１４教学要求强调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０．０８４９） ０．０２６２

Ｃ１５师生互动频率高，能及时解决问题（０．１２６１） ０．０３８９

Ｃ１６激发学生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０．０４３１） ０．０１３３

Ｃ１７教学方法多样化，能因材施教（０．０５４０） ０．０１６６

Ｃ１８实践教学资源充足，能满足教学需求（０．０７４４） ０．００８７

Ｃ１９实训软件更新及时，界面清新流畅（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６

Ｃ２０实训设备数量足够，能保证学生练习（０．０４７８） ０．００５６

Ｃ２１实训设备质量好，操作流畅（０．０４４０） ０．００５２

　　由表１的指标权重数据可以看出，在准则层
中，教学内容的权重值为０．３７７６，权重最大，意味
着教学内容对目前实践教学的影响最大，处于最

重要的地位，重构体系时需重点关注；其次是教学

要求，权重值为０．３０８３，略低于教学内容，处于相
对次要地位；再次是教学形式，权重值为０．１９７０，
学生认为目前的教学形式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最后，权重值最小的是教学设

备，仅为０．１１７１，表明该因素对教学现状的影响
相对较小。

在教学形式对应的指标层中，创新、竞赛和科

研活动的权重值和综合权重值都比较小，分别为

０．００１７和０．００３０，说明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创
新活动环节严重不到位，在重构实践教学体系时

要重点突出这一环节，让学生积极参加竞赛和创

新类活动，更好地提高实践能力。实践教学课时

这一指标权重最高，权重值为 ０．０９１３，综合权重
为０．０１８０，说明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时长设置合
理，无需做太大调整。在教学内容对应的指标层

中，教师对案例教学方式的掌控能力这一因素权

重值最低，仅０．００１２，综合权重为０．０００５，说明虽

然目前的教学在课堂上实行了案例教学，但由于

教师对案例的掌控能力不够成熟或方法不够科学

等原因，导致学生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没有

达到案例教学预期的效果，所以体系重构时需要

注意案例教学形式的设计，让教学过程更加清晰

细致，使师生互动环环相扣。权重值和综合权重

最高的是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分别为０．０７９５和０．０５００，这体现了传统教学形
式基础知识掌握牢固的优点。在教学要求对应的

指标层中，教师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

权重值较低，仅０．００３０，综合权重为０．０００９，说明
现行的实践教学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学校对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还不够重视。在教学设备对应的

指标中，实训软件更新及时、界面流畅的权重值和

综合权重分别为０．００４７和０．０００６，说明学生和
教师对实训软件的满意度低，学校需及时优化软

件和更新实训软件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

生活。

３　实践教学体系重构
高校对会计学创新人才的培育不仅能满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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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高端型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能缓解高校毕业

生的就业压力［７］。实践教学体系的重构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创新

能力和创新思维，最终达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的，

对学生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第二部分的现状分析发

现，在现阶段的实践教学中，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教

学要求的满意度较低，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两个主

要因素，其次是教学形式和教学设备。由于教学

设备属于学校的硬件设施，可以通过及时和学校

管理层反映情况来改善，所以在体系重构部分不

做过多赘述。因此，本部分对会计学创新人才培

育的实践教学体系的重构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

是会计学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二是会计学实践

教学形式。

３．１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的实践教学内容与
要求

会计学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让其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将专业知识

运用于实际工作和生活。教学内容建设是课程建

设的基础和依托，是体系重构的核心部分［８］，主

要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板块。会计学实

践教学现状分析结果显示：虽然目前的教学中运

用了案例教学的方法，但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在重

构体系时需要对教学内容中的案例教学过程进行

细致设计，提高教学效率。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实践教学内容的重构分

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环节，以案例教学为

主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让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

考，在探讨与交流的过程中综合性地解决问题，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理论教学环节中，

教师发挥着主要的引导作用［９］。首先，教师应根

据上课内容挑选合适的案例引入课堂；其次，根据

教材讲解书上的相关内容，把教材内容与案例结

合起来进行分析，指导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在案例

中的运用；再次，针对典型的案例展开讨论，进一

步深化理解；最后，根据课堂内容设计实践环节，

分为课堂模拟实验和课堂设计两部分，在模拟实

验和设计的过程中通过深度学习巩固课堂所学，

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实践教学要求的重构也

是围绕案例教学这条主线进行，须重点强调对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充分调动学生

的上课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在教学过

程中，提高师生的互动频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会计学

的教学效率［１０］。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是主要

的角色扮演者，在教师讲解完课堂内容和分析完

案例之后，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知识设计案例，然后

对案例进行剖析，阐述案例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并

借助软件或者手工模拟实验进行实际操作。目的

是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加强对所学知识的

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具体教学内容

和要求的重构如图４所示。

图４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

３．２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的实践教学形式
建立符合会计学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实践教

学体系，是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动手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高等教育提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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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鼓励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形势下，培育

会计学创新人才的实践教学应该创新运行机制，

优化实践教学形式［１１］。

会计学专业的发展要求教育工作者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而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他们切身的实践感受，

这些目标的实现依托于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形

式［１２］。本部分通过对具体问题现状分析中权重

值较低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会计学创新人才培

育的实践教学形式进行了重构，如图５所示。

图５　会计学创新人才培育的实践教学形式

　　培育会计学创新人才的实践教学形式可以概
括为“一个中心目标＋三种课外创新活动＋五个课
内教学环节”。首先，以培育创新人才为目标，结

合创新型国家对会计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充分利

用多学科优势对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加以

培养；其次，基于会计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

特点和改善教学现状的目的，在组织实践教学时

先后开展“现场感知、单项实习、综合实习、分岗

实训、顶岗实践”五个课内教学环节以及竞赛、科

研和文化活动等课外创新活动；最后，通过撰写毕

业设计和毕业论文的答辩情况来检验整体的教学

效果。开展课外创新活动有利于培养和加强学生

的创新能力，五个课内实践环节环环相扣，能让学

生在实践过程中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素质。

３．２．１　课外创新活动
要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能局限于课

堂上的训练，还需鼓励学生多参加实践类的课外

创新活动，包括竞赛、科研和文化活动等［１３］。由

于问卷数据显示目前学校对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

还不够，学生参与机会少，所以在重构体系中重点

强调了这一部分内容，这也是针对当前教学现状

所设计的。

３．２．２　课内教学环节
五个教学环节的设置是逐步深入、循序渐进

的过程，目的是让学生切身感受理论知识的运用，

所以五个实践环节也是按照先后顺序开展的。

１）“现场感知”环节。带领学生和教师亲自
去企业体验，由企业的财务人员和财务总监进行

陪同和带领，让学生亲自了解公司大概的财务情

况、财务人员的工作任务和财务岗位的实际需求，

并且在参观过程中可以询问会计人员相关问题，

并在参观后进行总结。通过现场感知环节让学生

明白企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也为后续的实践环

节奠定基础。

２）“单项实验”环节。针对实践教学的每一
项技能进行专项训练，借助学校的实训设备进行

模拟和运用，比如设计会计科目、填写会计分

录等。

３）“综合实习”环节。对有联系的会计单项
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综合训练，比如填制与审核

会计凭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等综合性的

实践操作。

４）“分岗实训”环节。针对会计对不同岗位
的需求，安排学生到实际岗位中去实习，比如核

算、出纳和审计等。同时在学校的实训基地对不

同岗位的工作进行仿真模拟，让学生在操作中提

高实践能力。

５）“顶岗实践”环节。在寒暑假期间，通过校
企合作的方式安排学生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企业

实习，让其以一名员工的身份在公司工作，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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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公司的需求和具体工作岗位的需求，做到实岗

做实事，强化自身所学知识，在真正的工作中不断

提高技能。

４　会计学实践教学重构体系的保障机制
任何教学体系的改革和重构都不可能是一蹴

而就的，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我们需要制定有

效的保障机制，使教学环节的设计更加科学合理。

实践教学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不论是教

学内容和要求还是教学形式的制定，都要求有组

织、有计划地制定相关保障机制，以保证教学目标

的实现［１４］。为了保证重构的会计学创新人才实

践教学体系高效有序运行，发挥有效的作用，本部

分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相关保障措施：

１）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质量。在实践教学中，
不定期聘请行业专家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指导，弥

补实践教师对实体经济业务不熟的短板及对学生

指导不到位的状况，以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教

师在实践学习时，可以到企业现场观摩，学习平时

所教知识在实践操作时的运用，增进对知识点的

理解，在教学时更好地传授知识［１５］。

２）改进教学要求和手段。学生和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都处于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学生的接

受能力会随着教学要求和内容的改变而改变。教

师在教学时要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调

整，多启发和引导，运用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等方

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利用多媒体教室和校

内实训设备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学生

的兴趣。另外，一种教学要求和手段并不是适合

所有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特点和前

几次上课情况稍作调整，以取得更好的实践教学

效果。

３）选用合适的实践教材。合适的实践教材
是会计学实践教学的基础和保障，教材的选择一

定要有可行性和指导性。教材中的理论应与实际

生活相贴合，要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趋

势，实践操作指导的步骤也要详细，难度上具有渐

进性和连贯性，教材中的案例要和教学内容紧密

贴合［１６］。

４）完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了保障会计
实践教学的效果，校内的实训设备要按期进行保

修和更换，实训软件要及时更新，页面要保障清晰

流畅；校外的实训基地要及时和企业沟通与协作，

定期给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训机会。只有完善实践

教学基地的建设，才能确保会计实践教学的顺利

开展。

５）完善实践考核体系。会计学实践教学的
考核体系要将课堂考核、阶段考核、课外实践考核

和毕业综合能力考核相结合，每一个层次的考核

要设置具体的考核标准。考核与考试的形式分为

多次数和多形式进行，每一个考核过程细化到每

一个步骤都有具体的操作分数，以动态管理的方

式不断健全考核标准和体系［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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