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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财务与会计手工实训常见错弊分析 ①

张艳敏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１）

摘　要：工程财务与会计，是我院建筑工程管理（财务方向）和工程造价两个专业的必修课，且已开设多年。同时为适
应高职教育发展的需求，抓紧对学生专业技能的锻炼培养，该理论课程结束之前，还安排了为期一周的工程财务与会计手

工实训，并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突出宣传会计行业特色，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会计行业的认知感，也培养了学生养成良好

的职业习惯，以便于他们将来更好的服务社会。针对该课程实训教学过程中常见的错误，独自进行了剖析，并希望借此平

台与广大同行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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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普及，电算会计已经逐步替代了

会计手工记账，是现代会计与近代会计的分水岭。尽管电

算会计中会计信息被简单的分为输入、加工处理、输出信

息，并且只需要对电脑中的记账凭证的审核加以控制，一

切中间过程都在计算机内按指令操作完成，而学生且无法

亲眼见到这些账目和报表的形成过程。会计手工实训能

够让学生了解企业会计机构设置、会计人员配备、会计岗

位职责、以及会计凭证传递程序、会计账簿设置体系、会计

报告编制和会计档案保管等具体的会计核算方法［１］，这是

电算会计无法替代的。因此工程财务与会计手工实训实

际上为提高学生的会计执业综合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　工程财务与会计手工实训常见错误
（一）账务处理程序运用误区

１．教师忽略账务处理程序的指导

教师在手工实训教学中，往往忽视强调各账务处理程

序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导致学生做出来的总账五花八

门。工程财务与会计的账务处理程序常用的有三种：记账

凭证账务处理程序、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科目汇

总表账务处理程序。不论采用哪一种账务处理程序，不同

的是登记总账的依据不同。例如：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是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总账，其优点是简单明了，易于理解，

总账可以较详细反映经纪业务的内容，缺点是登记总分类

账的工作量大，一般适用于规模小、业务量少、凭证不多的

单位。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是根据汇总记账凭证

登记总账，其优点是在汇总记账凭证上能够清晰地反映账

户之间的对应关系，可减少登记总账的工作量，缺点是定

期编制汇总记账凭证的工作量比较大，适用于规模较大，

经济业务量较多，专用记账凭证较多的会计主体。科目汇

总表账务处理程序是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账，优点是科

目汇总表的编制和使用方法简便，可以做到试算平衡，缺

点不能反映账户的对应关系，不便于查对账目，适用所有

类型的单位，尤其适用经济业务较多的单位［２］。

２．学生误解账务处理程序

多数学生在三种账务处理程序使用后进行比较，不禁

发出感概：早知道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登记总账和登记

明细账有重复做工，劳心劳力，不如就使用科目汇总表账

务处理程序来得直接简单。这句话不全对，例如：科目汇

总表账务处理程序在直接使用科目汇总表登记总账时看

似简单、方便，实则不然。因为，编制科目汇总表的前提是

先根据当月记账凭证画“Ｔ”形账户（即将一个会计月份的

全部记账凭证按相同会计科目进行归类），然后将完成的

“Ｔ”形账户进行发生额试算平衡，再根据试算平衡后的

“Ｔ”形账户分别编制试算平衡表和科目汇总表。此项工作

看似简单，但对于手工实训业务量较少（２０～３０笔经济业

务）的学生来说，完成“Ｔ”形账户的工作量并不少于直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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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账凭证登记总账的工作量。

（二）书写不规范

１．登记记账凭证和账簿的格式不正确

书写记账凭证和账簿的文字和数字应使用蓝黑或碳

素墨水书写，并紧靠左边和底线书写，上面留有适当空距，

一般占格距的１／２以便出现差错时更正［３］。学生在实训

时不仅满格书写，且随意使用圆珠笔、铅笔。有的学生在

填写记账凭证时符合书写要求，但在登记账簿时就忘了书

写要求。

记账凭证的合计栏必须书写人民币符号“￥”，登记账

簿不用书写人民币符号，但许多同学生搬硬套，在账簿上

有写数字的地方全都写上“￥”。

２．支票的书写不规范

书写支票要求在年、月、日和大写金额处均采用正楷

或行书大写汉字，特别在月和日未满壹拾月或壹拾日前的

单数大写汉字时必须加写“零”，如：９月写成“零玖月”。

另外大写金额在阴影部分紧靠左边（不留空隙），防止被篡

改。学生在书写支票时，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细节，造成

了支票的作废。

３．改正错账程序错误

账簿是账页的经济档案，记录力求正确、清楚，万一发

生记账错误，应按规定方法进行更正，一般常用的更正方

法有划线更正法、红字更正发和补充登记法三种［４］。但

是，学生在实训时登记账簿出现错误时通常使用涂改液、

透明胶带粘贴、任意涂改、挖补等方法，根本未遵循会计准

则规定的错账的更正方法。

４．填制记账凭证和账簿内容不完整

（１）记账凭证编号不连续

学生在实训中记账凭证的编制过程中，其编号会经常

出现跳号或漏登会计分录的情形。

（２）记账凭证没有附件张数

许多学生懂得要将原始凭证附在记账凭证之后作为

附件，但容易忽略作为日后查账的重要依据———将所附原

始凭证的张数填写在记账凭证的附件张数空白处，即使对

于没有附件的一些转账凭证，也需要在附件张数空白处书

写阿拉伯数字“０”。

（３）漏写记账凭证和账簿摘要

实训时，学生通常根据经济业务编写会计分录在草稿

纸上，待与老师核对正确后，再分别书写到记账凭证和账

簿上，由于是誊写的缘故，学生通常漏写了记账凭证和账

簿的摘要。

（４）成本费用类账户出现贷方发生额填写账簿的方向

错误

记账凭证中成本费用类账户出现贷方发生额，在登记

多栏式明细账时，应在借方分析栏下方对应的二级明细科

目中用红笔书写数字。学生通常随意将此贷方发生额填

写在多栏式明细账的贷方一栏，造成成本费用类明细账的

二级明细科目对账不清。

（５）报表书写错误

资产负债表是是总括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

况的静态会计报表，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经

营成果的动态报表。学生在手工编制报表时，只记得按教

材画表格和书写会计科目，且未写编制单位、编报时间以

及人民币单位。

（三）随意使用账簿

账簿按其外表形式分为订本式、活页式、卡片式账簿

三类。账簿按用途可以分为日记账、分类账和备查账，其

中分类账分为总账和明细账，明细账一般采用活页式和卡

片式账簿，账页格式有三栏式、多栏式和数量金额式。例

如：“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采用订本式日记账，存货类账

户采用活页式的数量金额明细账，成本费用类账户采用活

页式的多栏明细账等等。出于对实训费用的考虑，学生实

训时大多使用活页式的三栏明细账替代所有账簿，在他们

从业之后可能误导学生对账簿的理解。

（四）混淆会计科目

“工程施工———间接费用”是工程财务与会计中的成

本类会计科目，是指企业下属的各施工单位为组织和管理

施工生产发生的费用。“管理费用”是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各项支出，是施工企

业的期间费用。学生由于概念模糊，经常将二者混淆。

“机械作业———人工费”是指操作机械工人的工资，也

是工程财务与会计中的成本类会计科目，但学生在遇见此

类经济业务时，常常将其归纳在“固定资产”科目下，使得

当期资产虚增，成本减少，利润虚增。

二　工程财务与会计手工实训的改进措施
（一）建立工程财务专业教师培训和进修机制

１．实行工程财务专业教师下基层的人才培养模式

建议利用高校的寒、暑假，制定工程财务专业教师赴

企业锻炼的工作手册，使教师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课堂，

面对施工企业（学院或教师本人联系均可）财务管理实践

的前哨，实行专业教师下基层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此

项工作我院已在逐步进行。

２．制定工程财务专业教师的进修制度

每年高校应该根据教学计划，着重制定出每学期的职

工教育经费支出预算，推行工程财务专业教师进修制度

（包括省财政厅举办的会计继续教育），使得每位教师都能

享有学习和研究施工企业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的机会，加

强与同行之间的交流学习，不断地更新理论知识，提高教

师的综合素质。

３．着力打造工程财务专业化教师团队

引进有着丰富工程财务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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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让他们担任工程财务与会计专业实训的指导教

师，同时实行副教授带助理、助理带学生的教学模式，规定

讲师只有参与院级以上的教学比武、说课比赛才允许晋级

副教授等方式，着力打造出一支工程财务专业化教师团队。

（二）建立工程财务与会计的实训基地

１．建立工程会计模拟实训室

建立工程财务与会计模拟实训室，应具备能容纳至少

８０～１００人的场地，内部按照施工企业的财务工作室现场

模拟制作，每个工作室内有资料柜、办公桌椅、电脑、打印

机，各种凭证（有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转账凭证、收款凭

证、付款凭证）、各种账簿（日记账、分类账和备查账）、报

表、直尺、装订机、胶水、铅笔、钢笔、铁夹等。

２．举办资深会计经验交流会

我院行政隶属于湖南省建工集团，有条件举办资深会

计经验交流会。该活动不仅能使专业教师学有所获，而且

能够加深学生对工程行业了解，培养学生对工程财务的学

习兴趣。

３．组织参观工程会计工作现场

组织学生参观工程会计工作现场，由于身临其境，进

一步加深了学生对财会行业的认知。

（三）注重耐心、细致的教学方式

手工实训时，教师不仅要耐心，而且时刻要体现会计

工作细致的特点。很多时候，一个方法要反复讲解很多遍

学生才能理解，对于登记记账凭证和账簿，大多需要亲自

动手示范。对实训的具体要求也要因人而异，对不同层次

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例如：在拟定的工程财务

与会计手工实训指导书中标明“根据实训资料和实训分组

情况，建议实训小组一、四、七等依次采用记账凭证账务处

理程序，实训小组二、五、八等依次采用汇总记账凭证账务

处理程序，实训小组三、六、九等依次采用科目汇总表账务

处理程序“等字样。对实训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在完成实训

成果后鼓励相互之间就各自的账务处理程序展开讨论，讨

论的结果作为评分依据之一。

（四）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强化理论知识

许多理论知识，学生念起来朗朗上口，可是并不明白

其真实意境。例如：通过书写和检查记账凭证账户对应关

系，学生明白了“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借贷记账法

的记账规则。通过编制和验算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关系，学

生理解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恒等式原理。

因此，教师在实训中应刻意引导学生总结理论知识点，最

常用的方法是作为实训成果之一，让学生交一份实训心得。

三　结　语
《工程财务与会计》在我院开课以来，为培养专业的建

筑行业的管理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笔者更期待《工

程财务与会计实务》尽快出台，为打造建筑行业实用型的

综合人才创造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１］张明瑜．会计手工实验教学的必要性［Ｊ］．财会月刊，

２００２（１１）．

［２］湖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学习丛书编委会．会计基础

［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李跃珍，王俊媛．工程财务与会计［Ｍ］．武汉：武汉理工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王　虹．基础会计与实务［Ｍ］．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

（责任编校　谢宜辰）

１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