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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作为我国重要的道德典范之一，从古至今一直

是人们所重视的道德品质 [1]。现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高

速发展，社会中的人文观念也在随之不断变迁，这使得

诚信缺失、整个社会风气浮躁的状况愈演愈烈。这一社

会现象在会计专业尤为明显，像偷税漏税、做假账、账

目乱编的问题屡屡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损害了公司股东

及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给国家带来财产损失，

最终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及经济建设造成重大的破坏 [2]。

一次次的会计诚信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在

培养会计人才时不仅要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还要注重

会计从业人员诚信道德的建立，同时也要对会计人员的

选聘标准规范化，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意义上帮助我

国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国家 [3]。

1  会计诚信教育内涵

会计诚信教育主要是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自我约束

力及公正公平的道德品质的培训和培养，在数据分析的

基础上，建立的台账和财务明显真实可靠，体现出个人

或企业等之间的经济交易 [4]。它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部

分 [5]：把公平公正摆在首位，杜绝不轨违法思想；台账

真实，不造假；遵循保密原则，做好保密工作。

本质上来说，诚信教育是一种道德教育，它并不属

于现代社会产物，也不属于会计专业的名词。然而它却

扮演着会计人员的基本底线和道德标准的角色。它要求

会计人员要将不存私心、公正公平摆在工作中的首要位

置，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世界观。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一个事实是，随着我国会计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会

计人员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使得企业的财务混乱、假

账丛生，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

步伐。基于以上现状，重视诚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只

有在会计教学中融入诚信教育，方能确保我国各项经济

活动或交易的财务数据真实可靠，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持

续高效平稳发展。

2  会计诚信建设现状

2.1 社会会计诚信现状
社会经济及其交易的重要体现方法是会计，它在投

资者、国家政府或相关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准

确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现如今市场经济正进行着全面改

革，然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6]。

我国有关会计业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对会计业的

行为规范制约还很缺乏，这就使得一些企业或者不法人

员对台账或财务信息作假，对盈利和产能进行虚报的现

象频频发生，造成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难以得到当地经济

活动和交易信息最真实的数据，甚至出现偷税漏税的现

象。这些现象不仅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给国家带来

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之前有社会团体进行过匿名问卷调

查，该调查中有问到如果从事会计行业，是否会做假账的

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占八成的人选择了是，其中还有许

多本身就是会计人员，而问及原因时，六成左右的人给出

的答案是“生存及利益”。由此可以得出整个社会的会计

业出现诚信问题的本质原因是利益驱使，对于即将步入

会计行业的会计专业学生而言，这个问题对他们影响很

大。因此如何将诚信教育融入会计教学中，帮助会计专

业的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并不断提高自身职业

道德修养，是目前会计专业教育所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2.2 学校会计教育诚信现状
基于深入的研究及调查，我们知道现如今绝大部分

高校在会计专业课程上只安排了建立会计台账、会计核

算及分析数据等方向的专业课程，几乎没有会计诚信培

养方向的书籍或相关课程。这样的现状必然难以帮助学

生建立诚信道德理念和提高职业道德修养。等到这些高

校学生步入社会后，他们往往轻易受到各种丰厚条件的

诱惑和利益的驱使，将自己的专业技能转化成一些商人

或团体进行不法交易的工具。基于此，在会计诚信教育

中，学校必须严守阵地，给予学生诚信启蒙教育，为社

会公共利益的保障守好第一道门。

2.3 会计学生诚信现状
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现如今全球经济一体

化，急需培养一大批新型会计从业者。然而现状是我国

院校的会计相关专业培养模式各不相同。这样就造成会

计学生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其中也存在着还未入行就有

不法思想的学生。基于这个方面也有人对学习该专业的

学生做过相关调查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询问选择这

个行业的原因，结果三成的学生是因为对该行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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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家人的建议，近五成的学生认为这个行业的发展

前景很好，同时这也是一项生存手段，较容易就业。然

而还有两成的学生则是认为能通过造假等获得非法利益。

从这项调查中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这两成的学生将来步

入会计行业，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隐患。因此，我国会

计专业的诚信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3  会计教学中诚信教育的融入策略

3.1 调整课程结构，夯实诚信基础
基于会计专业自身特性及我国应试教育的特点，目

前我国的会计学将学生的会计专业技能摆在主要的位置，

专业在课程安排上也集中在财务管理、会计基础及核算

成本上。同时，考虑到用人企业的招聘需求及标准，使

得会计的学习重点都放到了专业技能教育上，往往忽视

了诚信道德方面的培养。

然而事实是，个人的职业道德不论是对会计行业、

招聘单位还是应聘人员而言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

它也是个人今后进行各项社会活动和工作职责的前提。

因此，找到专业技能培养和诚信道德教育的平衡点，达

到双管齐下的目的，在会计教学过程中，除了注重专业

知识水平的提升之外，还要引入一些树立个人诚信意识、

培养道德素质的课程如《商业伦理与道德》等，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道德观，充分意识到诚信道

德对个人、社会及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3.2 运用举例教学，创造诚信氛围
现如今的经济环境变化多端，会计体系及其种类纷

乱繁杂，传统的会计教学方式不但无法跟上现代会计发

展的步伐，更会导致会计学生的思维僵化，严重阻碍其

思维的拓展。因此在现如今的会计教学中，授课老师要

打破传统教学思维的束缚，大胆开拓思维，充分应用各

类媒介资源，运用实例或结合自身的经历，或者找一些

会计业中因道德缺失而名誉扫地的真实案例，以起到触

动人心、令人记忆深刻的目的。要把不断提升会计人员

道德素养放在重要位置。比如授课老师在讲解存货计价

方法时，可以结合实际案例来理解理论基础：某个单位

的成本核算通常全部都是应用的加权平均这一计算方法，

然而该单位的法人怀有不法的思想，在没有相关部门同

意授权的这一前提下，私下里篡改了计算方法，结构导

致资产经济泡沫，进而给国家税收带了经济损失。这个

案例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存货计价方法，而且还

能帮助他们树立诚信意识，真正懂得诚信的重要意义。

3.3 树立诚信意识，提高诚信素养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才竞争愈演愈烈，未

来真正的人才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具备较

高的道德素养。就如朱镕基总理曾经给财会人员的警示

一样，所有的会计工作者都必须树立诚信意识，必须具

备较高的道德素养，并且诚信要作为会计入行的标准。

在学校的会计教育中，要将会计技能与诚信培养放

在同等的位置。“才”作为会计人员入行的基础，会计专

业首先必须要完成专业技能培训并掌握会计实际操作技

能。会计专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不仅仅要

进行会计基础知识的课程学习和培训，而且还需要掌握

一些财务制度及计算机方面的相关知识，只有这样才能

使会计专业学生将来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工作市场上

占有一席之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并

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报酬。说到“德”，我国一直以

来在教育中就不断地强调要注重培养，然而实际的教育

领域中，“德”似乎远远落后于“才”。但是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会计行业确实也缺乏对道德的衡量标准及规范，

它看起来更像是游离于法律外的一种自觉行为。其实我

国道德规范由来已久，可以将“物归原主”“路不拾遗”

等道德品质的典故加入学生的日常教育及培训之中，或

者通过知识讲座及竞赛等形式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

德观和自觉性。总之，一个优秀的高质量的会计人员必

须是德才兼备的。

3.4 调整考核标准、完善评价体系
应试教育是我国教育体制的一大特性，这也决定了

考试方法，从而对学习教学方式及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

有着重大的影响。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考试，在

传统会计考试里，通常设计了简答、填空及名词解释题，

这些题型大约占四成，并且这些题重在对学生知识熟悉

程度的考察，其答案也通常是固定的，学生平时只需要

多多熟悉加以背诵，甚至通过作弊就能完成。这种考核

方式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及方式的培养，

他们无须进行自身思考、判断、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的

培养和锻炼。基于以上原因，在会计教学中一定要结合

实际情况调整考核方式，适当地降低这种死记硬背题型

的比例，给学生提供发挥个人优势的空间。

在考核方式上可以分成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两部分，

同时，在理论考试上要将重点放在会计技能的理论基础

及创新发挥中，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个人认识和独到见

解。当然也必须设计能够展现学生道德判断水平的问题，

促使学生通过案例分析，一方面在分析问题的同时对所

学专业知识加强了巩固，另一方面通过剖析案例找到其

中存在的诚信问题，并设计合理的解决策略来处理这个

问题。而在实践操作中，则要创建真实存在的企业会计

岗位，使学生融入这个模拟场景中，帮助他们灵活运用

并转换所学专业技能，针对这个过程中犯的错误或者纰

漏，能够及时予以纠正并挽回。实践操作能够加深会计

学生的诚信意识，在大量的会计培训中逐渐树立正确的

职业道德观。因此，学校对会计专业学生考核标准的改

革刻不容缓，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输送更多专业技能过

硬、职业素养高的会计从业人员。

4  结语

综上所述，诚信不仅是我们的立人之本，而且在会

计行业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诚信是会计从业者的

基本准则，与此同时，我国也要不断地完善会计相关的

法律法规，并且加大会计专业课程调整和学生考核标准

的改革，将诚信扎根到会计学生的意识之中，共同促进

我国经济建设稳步前行。

作者简介：闻玉玲（1976.12—），女，江苏人，副
教授，研究方向：会计教学与研究。 （下转第21页）



- 21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5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参考文献】

[1] 严鸿雁 .研究生“研究性”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以“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为例 [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9（2）：

95-97.

[2] 姚又丹 .商科类高职学生认知心理特征的心理课堂翻转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J].课程教育研究，2019（2）：51.

[3] 王素芬，陈露露，杜明，等 .学习者认知风格、教学模式及课程特征对学习者认知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 [J].东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8（3）：437-447.

[4] 陈莉 .基于学生认知特征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J].数学教学通讯，2018（10）：

11-13.

[5] 贾淑玲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教学模式刍议——“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运用 [J].艺术评鉴，2017（10）：

72-73+68.

[6] 杨洋，郝冬梅，陈志翯 .基于学生认知特征和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以民办高职院校为例 [J].辽宁高职学报，2016

（5）：74-76.

【参考文献】

[1] 邵爱英 .浅谈诚信教育在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学中的开展 [J].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7）：246.
[2] 黄白兰 .以诚信教育为导向的中职会计专业教学对策探究 [J].纳税，2017（15）：22.
[3] 黄亮 .中职会计专业教学渗透诚信教育的对策 [J].财会学习，2019（8）：227.
[4] 陈淑贞 .中职会计专业教学渗透诚信教育的对策研究 [D].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5.
[5] 陈淑清 .会计教学中诚信教育渗透的策略研究 [J].课程教育研究，2016（32）：234-235.
[6] 李微微 .分析中职会计专业教学中的诚信教育 [J].中国校外教育，2019（29）：156-157.

（上接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