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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理念”下会计学

本科教学质量建设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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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不能只注重专业能力的培养，优秀的会计人才应以“德、能”为基础。以“社会责任理

念”为主线，以专业能力培养为核心是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加强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学质

量监控机制与保障体系建设，是提升会计教学质量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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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人才的培养是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及高校教育三者的共同责任，高校作为教育人、塑造人的关键培养环节，承担的培养责任

更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高校教学质量是影响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的因素有三：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及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与保障体系。

１　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建设措施
１．１　重塑会计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是让学生形成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一种指导思想，是制订课程体系的主线。“重会计

专业能力培养，轻社会责任能力培养”是当前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大缺陷，虚假会计信息已成为社会

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其成因与这一缺陷的存在不无关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重点是面向全
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

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提出：“坚持德育为先、坚持能力为重、坚持全面发展。”因此，会计人才培养目

标应立足社会需求与个人职业发展需求，会计职业能力的培养应贯穿“社会责任”理念这一主线，将社

会责任能力与会计专业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１．２　建立会计学本科专业建设委员会
很多高校注重会计学本科专业建设委员会的建设，但其成员更多的是高校自身行政领导和教授组

成，培养方案的制订与修订也大多是高校内部讨论的结果，与社会实际需求相差甚远，难以满足用人单

位的需要。会计学本科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应由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的中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省级会

计协会或学会专家及高校内部会计学教授组成，其职责：对会计学本科专业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

设置、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校企合作等重要事务进行评价、咨询和指导。

１．３　坚持全面发展，设计合理的课程模块
传统的会计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一般由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组成，强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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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专业能力的培养，更多倾向于课堂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环节松懈。应以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和

归宿点，按照“德育优先与能力为重”的原则构建社会责任理念的会计职业能力课程模块，形成“基础能

力模块、专业能力模块、素质能力模块及社会责任能力模块”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体系［１］。其中，社会

责任能力课程模块由会计职业道德与财经法规、会计职业道德模拟实验、会计人员专题讲座、税务人员

专题讲座、会计假账的透视、社会责任会计组成，并安排在不同的学期，与会计专业课程有机协调，解决

会计专业课程学习中的困惑。

２　会计师资队伍建设措施
２．１　加强师德建设工程

“教之道，德为先”。当前，高校教师师德师风所暴露出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新媒体

兴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舆论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基本形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引导青年大学生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增强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感，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任务。

高校一定要注重教师的师德建设，要形成抓“师德建设”就是抓“高校生存与发展”的理念。一是要

建立学习培训机制，积极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并与专业知识的传授相结合；二是建立信息反馈机

制，学生工作人员与教学督导人员要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积极听取学生所反映的师德师风问题，还可

以设立举报箱；三是建立考评激励机制，以积极的政策引导人，实行教师“师德优先制”和“一票否决

制”，真正把师德建设落到实处；四是建立自律与他律结合机制，以有效地监督约束人。

２．２　完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打铁还需要自身硬”。会计专业作为应用能力极强的专业，在强化师德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双

型队伍”建设，培养一支社会责任意识强、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能力丰富的专职教师队伍。一

是建立挂职培养模式。高校与大中型企业建立合作框架，选派理论知识丰厚的青年会计教师到企业挂

职，期限为半年或一年，学校解决挂职教师所有的福利，并建立挂职期满的考评机制；二是鼓励青年会计

教师兼职。大多青年会计教师考取了“注册会计师证、注册评估师证、注册税务师证”等资格证书，表明

其有一定理论知识，为加强与实践对接，可以从课时安排上留一定的时间，满足其有时间去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所事务所兼职，积累实践经验；三是创办代理记账机构或到校办企业兼职。有条

件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会计师资办量，创办代理记账机构，为教师与学习搭建平台；还可以将青年会计

教师补充到校办企业，兼职助理会计员。

２．３　积极引进外部兼职教师
实践出真知。会计专业学生对实践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桥梁就是积极引

进外部兼职教师。一是把握外部会计兼职教师的门槛，注重“德与能”，不唯学历；二是拓宽外部师资引

进渠道，扩大兼职教师比例，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

制，外部兼职教师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以及上市公司、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财会

部门中引进；三是改革外部兼职教师的教学形式，实践课程根据外部兼职教师专长划分模块，实行模块

化指导；外部兼职教师授课形式以专题讲座为主，破解学生会计知识学习过程的困惑和难题，做到校内

教师专业课授课与校外教师专业知识讲座相统一；四是建立外部兼职教师考评机制。按照“德、能”标

准制订外部兼职教师考核办法，符合要求的，可以继续聘任，不能胜任的，则直接解聘。

３　会计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与保障体系建设措施
３．１　加强会计教学质量内部监控组织建设

以学院教学督导团为依托，立足专业角度，构建会计教学质量内部监控小组。一是由具有丰富教学

经验的退休会计教师组成专职会计教学督导队伍，主要负责监督和指导会计教师的课堂和实践教学环

节的教学情况；二是由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优秀教师组建兼职教学督导队伍。专兼职教学督导相互配

合，实现由点及面的全方位质量监控［２］。

３．２　充分发挥会计专业学生教学质量评价的主体作用
会计专业学生是教学质量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教学质量的评价主体。学生评教最终目的是为了提

高教学质量，按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将学生评教中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每一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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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一是建立学生信息员委员会，学生信息员委员由会计班级推选２～３名品学
兼优、服务意识与组织协调能力较强的学生兼任，学院督导组、分管教学院长、系主任直接受理信息员所

反馈的教学质量问题，并及时加以归类和整理，稳妥处理教学过程的质量问题，避免问题扩大化［３］；二

是建立学生评议委员会，学生评议委员由会计班级班长、学习委员兼任，从课程设置、实习实践、就业指

导、学术文化建设、教学服务等涉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方面提出意见，并形成提案，由学院及系共同召开专

题座谈会，双向交流，商讨问题的解决办法。

３．３　引进用人单位教学质量评价机制，重视毕业生的信息反馈
对用人单位及毕业生的走访与调研，是了解会计教学质量的重要渠道。一是设计调查表。根据会

计教学质量评价指标设计问卷调查表，选择毕业生多的用人单位发放调查表，并进行收集、整理，发现会

计教学质量的共性问题；二是召开用人单位座谈会，直接听取有关毕业生的会计专业知识、敬业精神、创

新能力、人际关系、团结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应变能力、外语应用能力与计算机操作能力等方面的意见，

并将意见反馈到会计教学过程中；三是建立跟踪机制。对毕业３～５年的会计学生建立跟踪调查机制，
根据其不同的会计岗位和不同工作时间，调查其对会计教学质量的意见，注重其对会计课程设置、培养

模式及教学方法所提的合理化建议。

３．４　建立会计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高校会计理论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相对完善，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团一般采取平时分散随堂听课，期

中与期末进行教学检查，通过教学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及学生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理论教学质量监

控。但会计专业知识的学习注重实践操作，根据实践教学的需要，一方面需要将实训（课程实训、课程

设计、综合实训）、实习（认知实习、模拟实习、毕业实习）、科研（社会调研、毕业论文、科研活动）等环节

融合；另一方面要建立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机制。

会计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可从４个方面入手，一是根据会计专业实践能力的需要，会计岗位的职
责要求，建立会计实践教学规范体系；二是建立会计实践教学过程监控体系，包括会计实践教学信息的

收集、分析，对会计实践教学环节及会计实践教学计划的检查、评估与督导；三是建立会计实践教学质量

评价与诊断体系，由同行外部兼职教师组成评价小组，根据会计教学实践环节的要求，对其指导的会计

专业学生进行质量评分，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四是建立会计实践教学质量反馈体系，将评估结果信息

及时反馈给指导教师，让指导教师充分了解自身情况，采取有效整改措施，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３．５　巩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成果
以“产、学、研”合作为平台，建立会计校外实习基地是每个会计专业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基本方

法。为确保校外实践基地发挥作用，巩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成果，必须解决以下４个问题：一是会计
校外实习基地不能只重形式轻实质。很多高校会计实习基地建设仅为满足教学评估的需要，仅在书面

上明确双方协议的实习内容，并挂牌，但并不实质性合作；二是会计实习基地单位规模太小。规模太小

的单位，业务简单，工作量小、工作岗位少，根本不能满足学生会计实习的需要；三是会计实习基地考核

不严；很多实习单位对会计实习学生指导不够，校内教师管理不到位，校外实习指导教师责任不明确，没

有形成严格的考核办法，导致学生自身对会计实习不重视；四是会计校外实习基地的实习时间安排不妥

当。很多高校将校外实习与毕业实习安排在一起，会计毕业生急于找工作，对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不满

意，甚至拒绝到学校安排的单位实习，自己从工作角度四处找单位，导致实习基地闲置。最好是在校内

模拟实习完成后，再安排一个月的校外实习，安排在第七个学期最为适当，既能确保校外实习的严肃性，

又能巩固会计模拟实习的成果，也能为毕业实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培养质量的竞争。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

宿。以“社会责任理念”为导向，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质量监控机制与保障体系建

设”三项教学质量建设措施，是会计专业人才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１］雷振华，楚攀，阳秋林．基于社会理念的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讨［Ｊ］．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１４（２）：４４－４５．
［２］李漫红，刘桂萍，李文秀．地方普通院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控的实施策略［Ｊ］．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２０１０（２）：２１－２２．
［３］潘金林．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的创新实践———以Ｃ学院为例［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０（１２）：７４－７６．

（责任校对　谢宜辰）

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