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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研究基于OBE教育理念下如何挖掘和融入《税

法实务》课程的思政元素。通过制定《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产出

教学目标、构建思政体系设计、确立思政要求与《税法实务》课

程内容的对应关系、深挖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并优化融入方法，

完善思政考核评价体系，旨在确保《税法实务》课程思政教育的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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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经济学、管理学

类专业课程，要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

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本文《税法实

务》课程以 OBE 教育理念为指导，能满足上述思政建设要求，

引领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是

以成果导向的一种教育理念，它于 1981 年由 Spady 率先提出。

该理念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本文

将该理念引入《税法实务》课程中，采用“逆向法”凝聚应用型

人才目标。首先，本文贯彻产出导向 (OBE) 教育理念，认真分析

国家财税领域和企事业单位对《税法实务》课程毕业 5-10 年内

社会需求确定人才产出培养目标，其次，再根据培养目标倒推《税

法实务》课程学生应培养的素养目标。最后，再根据课程要求设

计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进行价值引领。总体的思路即为先建立

“培养目标—课程要求—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对应的价值引领，

然后细化到深挖《税法实务》思政元素，创新思政融入教学方法，

优化课程体系，重构培养目标中的素养目标，总体确保社会需求、

素养目标、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之间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对学

生进行价值引领，更好地培养具有思想政治素养的税法实务专业

人才。

一、OBE 理念引领《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

本文主要是从以下六个方面优化《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体系

的构建路径，完善思政体系构建。

（一）强化 OBE 理念指导，制定《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产出

目标

本文贯彻产出导向 (OBE) 教育理念，根据《税法实务》课程

毕业 5-10 年内社会需求，采用“逆向法”确定人才产出培养目标，

这一产出目标为：熟练掌握税法实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学

生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良好的税收职业道德；树立法制意

识，廉洁自律、诚实守信；树立职业自信和社会责任感；树立依

法纳税、诚信纳税利国利民等观念。

（二）构建《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体系，内化思政知识要点

构建《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体系，与专门的思政课程体系协

同运行，以求全方位无缝隙立德树人。

《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体系主要包含法治意识、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公平公正意识、专业特色精神

内涵六个类别。在此基础上，将每个类别的思政内容做拆解，提

取出与课程结合度较高的内容。比如：专业特色精神内涵可以从

税法中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创新、还能

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惠民利民。

（三）确立《税法实务》课程对应关系，明确具体教学要求

分析课程思政体系中的思政内容知识点，结合《税法实务》

课程设置，对思政内容进行任务分解，树立思政要求与课程间的

对应关系，明确具体教学要求。要力求科学合理、能够与课程密

切联系、具有本课程独有特色。比如：诚信纳税、遵守税法的素

养目标，就与课程中税法具有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来龙去脉（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和造福于民）的课程知识点联系起来，也同时

可以兼顾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样更容易把诚信纳税、遵守税

法的价值引领目标与课程对应。

（四）深挖《税法实务》课程思政元素，重构教学内容

本课程具有丰富的思政元素，按照章节结构，明确思政教学

目标，深挖《税法实务》课程思政元素，开展思政思考和讨论，

重构教学内容。具体阐述如下：

1. 税法概论相关的课程思政设计。税法概论课程思政教学目

标为：旨在加强学生对税收相关法律的认识；贯彻我国依法治国

的方针，引导学生以后工作中要依法纳税，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思政元素融入点可以从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中

的强制性关注依法纳税，还可以从《税收征管法》这一部宪法的

规定是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法律依据，强调税收法定。相对应的

思政思考方面，可以让学生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法治国的

理念在《税收征管法》中的指导地位。

2. 流转税相关课程思政设计。这里主要是针对流转税（增值税、

消费税和关税）的课程思政设计思路，具体展开如下：

一是确定流转税相关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首先，加深学生

对增值税缴纳、对违反我国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增值税退税免税等

相关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疫情期间国家增值税的减免优惠政策

等。其次，理解我国消费税对引导理性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作用。最后，正面理解关税保护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宣传倡导依

法缴纳、诚信缴纳关税。

二是深挖思政元素融入点：主要涉及有法治、爱国、公平正

义、社会责任、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具体展开如下：法

治思政元素：旨在培养学生遵守税收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法规，

依法纳税、诚信纳税；爱国思政元素：增值税在疫情期间对中小

企业的减免，促进创新创业、利国惠民，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公

平正义思政元素：关注增值税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强调公正纳

税原则和税收分配的公平性；理解消费税的征税税目具有调节收

入分配的作用；社会责任思政元素：关注增值税优惠对企业的影响，

明示消费税引导合理消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生态文明思

政元素：引导学生思考消费税与资源税等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国家安全思政元素：关注关税对国

家经济安全、产业的影响，培养国家意识和责任感。

三是开展思政思考和讨论。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流转税的相

关思政思考：首先，请谈谈疫情期间我国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增

值税税收优惠具有人道主义援助色彩的看法；其次，请思考 2019

年南京警方破获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 20 亿元，小组讨论对这一事

件的看法。再次，阐述消费税中的对奢侈品征税在调剂个人收入

分配、引导合理消费中的作用。最后，请阐述 2018 年 11 月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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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海关针对留学生回国携带大量奢侈品未申报关税，面临刑事

追责事件的看法等等。

3. 所得税相关课程思政设计。这里主要是针对所得税（企业

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课程思政设计思路，具体展开如下：

一是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如：提高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的意识；培养税收失信的风险观；理解企业所得税

的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理解个税能相对公平公正地

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等。

二是确定思政元素融入点。主要有：社会责任思政元素：关

注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利益并

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意识；公平正义思政元素：个税相对公平地

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培养学生社会公平意识；创新精

神思政元素：关注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税收减免鼓励

科技创新，引入创新精神等。

三是开展思政思考和讨论如：企业所得税方面：针对美国对

我国芯片卡脖子，目前我国对芯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

和 10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减免，阐述思想感悟。个人所得税

方面：请思考并讨论薇娅、范冰冰偷逃税对每个纳税人上缴个人

所得税是否公平。再比如最新的个税优惠政策调整：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三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教育以及赡养老人三个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均提高了 1000 元，

请谈谈对这项政策的思想感悟。

4. 财产税类相关课程思政设计。这里主要是针对财产税类（房

产税、契税和车船税）的课程思政设计思路，具体展开如下：首

先，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为：提高学生对财产税能够调节个人收入

分配的认识；提升改革创新能力等。其次，思政元素融入点为：

财产税相对公平地调节收入分配。最后，开展思政思考和讨论。

如：请思考并讨论我国房产税的税收收入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初衷；

再如：面对诸多明星利用离婚转移财产到国外，请谈谈您对中国

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资产离境税国家的看法。

5. 资源税类相关课程思政设计。这里主要是针对资源税类（资

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的课程思政

设计思路，具体展开如下：首先，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为：宣扬资

源税类税种对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影响，并培育和增

强绿色环保意识。其次，思政元素融入点有：生态文明思政元素：

关注这些税种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助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文明观念。

最后，开展思政思考和讨论。如：阐述资源税类税种对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影响机理。

6. 行为目的税类相关课程思政设计。这里主要是针对行为目

的税类（城市建设维护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的课程思政设

计思路，具体展开如下：首先，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有：理解城市

建设维护税对美丽中国的影响、车辆购置税对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和财富分配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对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

的影响。其次，思政元素融入点有：行为目的税保护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最后，展开思政思考和讨论。比如：请讨论购买新能源

电动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看法、请思考城市建设维护税这一税种

的功能定位等。

（五）优化《税法实务》课程思政融入方法

《税法实务》课程思政融入方法主要有：案例分析法、画龙

点睛法、专题嵌入法、躬行实践法、微视频学习法、情景模拟法、

小组研讨法、探究法、对比分析法等。下面把重点的融入方法阐

述如下：

案例分析法：将实际税法案例和真实问题引入教学中，尤其

是“国家税务总局官网”上发布的新闻发布中的税案通报、 “税

务网”中的财税案例、“中国税网”中的税案库等，以案说税，

让学生理解税法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画龙点睛法：是指教师在“画龙”讲授《税法实务》课程的

知识点中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情怀等进行“点睛”解读。

对学生潜移默化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专题嵌入法：是指教师在讲解《税法实务》课程，在不打乱

原来教学结构的基础上，将思政的相关专题进行嵌入，以加深学

生对税法的理解。比如：在讲述个税征管时，运用税收专题“明

星偷漏税路径案例解析及其征管问题”这一专题进行嵌入学习课

堂，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

躬行实践法：开辟第二课堂，举办相关社会实践活动如带领

学生去税务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所和律所等实践教学基地和

合作单位的常年实习基地，进行实习、实践、参观学习、税法宣

传进校园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税法责任的认识和理解。

5. 情景模拟法：针对税法中诚信纳税、依法纳税还有课程独

有的思政要点时，创设教学情境，鼓励学生模拟税收征管员，进

行情景模拟，沉浸式教学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6. 微视频学习法：主要是利用税收相关的融入思政元素的图

文并茂、动静结合的新闻微视频或老师制作的课程微视频等进行

学习，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传递情感正能量，加强道德教育。

（六）完善《税法实务》课程思政考核评价

《税法实务》课程思政考核主要是从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度

评价指标出发，构建多元化评价主体、建立多元产出评价体系。

具体阐述如下：

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师生和生生互评、增加督导和同行评

审和社会评审。

二是评价方式多元化：可采用测试、讨论、问卷星调查、座谈、

函调、反思总结、考试等方式评价。

三是评价内容多元化：工匠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

德品质、责任意识、专业素养、创新能力等方面。

三是产出评价体系多元化：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到课率，抬

头率、参加研讨的积极性）、政治表现（如对社会热点税法案例

的关注程度、判断力和见解，正政治取向及信仰追求）、课程成

效（课程反思、专题访谈情况、参加各类科研竞赛的获奖情况）、

职业操守（遵纪守法、依法纳税、工匠精神、诚实守信做好应纳

税收的计算等）和专业成效（就业选择、毕业后深造情况、实习

实践情况）等多个维度。

二、结语

本文通过上述强化 OBE 理念指导，制定《税法实务》课程思

政产出目标；构建《税法实务》课程思政体系，内化思政知识要

点；确立《税法实务》课程对应关系，明确具体教学要求；深挖《税

法实务》课程思政元素，重构教学内容；优化《税法实务》课程

思政融入方法；完善《税法实务》课程思政考核评价，构建与实

施确保税法实务课程思政建设实效，通过评价结果反馈，及时调

整和完善教学设计和实施方案，有望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

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税法实务人才，并为推动思政教育在

高等教育中的融合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

通 知 .[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

t20200603_462437.html. 2023 -02 -20.

[2] 张丽亚 .“全面育人”背景下《税法实务》课程改革路径

探析 [J]. 营销界，2020（09）：7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