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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基于任务驱动项目教学《财务报表分析》课程教学模式探究
李　静　余志洁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四川 泸州 646200）

摘要：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教育

部于 2015 年发表了教育部发表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2017年四川省教育厅出台《关

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都

明确强调要进行教学改革，以达到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本文就财会类专业课程《财务报表分析》的教学方法为切入点来

进行探究。主要围绕该课程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基于任务

驱动项目教学的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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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数字化的背景时代下，当代会计行业面临着从核算型

会计向管理型会计转型的必然趋势。“互联网 +”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也逐渐引起了企

业经营管理者的重视，进而对高校开设的《财务报表分析》课程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课程定位

《财务报表分析》作为会计管理方向上辅助管理类的专业课

程，对于财会类专业的学生来说不仅是知识体系中的基本知识点，

也是对专业知识的进一步运用，是对基本技能的更高要求。在今

后的会计实践工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去探究新的

教学模式变得十分有意义。

二、课程的现状及问题

就职业院校开设的《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普遍情况来看，

存在有以下主要现状：

首先，教学方式依旧偏于传统，理论教学为主，满堂灌现象

普遍。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和参与性都不高，对于知识的求知欲望

也降低了。其次，按照常用的报表分析方法比率分析法，结构分

析法，因素分析法等都过于注重数据分析，数据依赖性过强，这

会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忽略了分析是一个全盘及综合的问题。

这让分析的意义变少，使得学生将来实践使用性不强。第三，传

统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培养目标过于单一。培养目标如果还局限

于让学生记住公式，能够计算财务指标，掌握传统分析方法，这

大大不能满足新时代背景下市场对于会计学生的要求。也容易出

现学生课上学习的内容不适用于岗位实务，从而降低学生对于学

校教学的满意度。第四，教材的不合理性，部分教材缺乏实际的

企业案例，财务数据采用不完整，没有相应的练习题，数据库过

于陈旧等因素都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第五，课堂与信息化时

代连接不多，课堂上能获取到的数据有限，学生对计算机等现代

分析工具的运用和练习不够。会延长学生从学校到岗位的适应时

间。基于以上的问题，积极探究新时代新环境下关于财务报表分

析课程的教学模式非常有必要。

三、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究内容

（一）任务驱动法

任务驱动着力于通过任务的下达与分配，最大程度的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参与性。课前，教师通过实际情况

将学生划分为多个学习小组，也可学生自由组合，教师适当做调整。

今后课程学习就以小组为单位。教师下达每个小组合作完成建立

同行业不少于两家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资源库的任务。课中，教师

可以根据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特征，提前备好分别盈利与亏损的

多家企业财报资源库。用于课堂教学时进行案例分析，以便学生

能够对比性理解和记忆相关知识，同时掌握分析的要领。课后，

各个小组根据当天所学内容，由组长分配成员任务，共同完成自

己小组所建资源库涉及企业的相关财务分析，并完成财务分析的

报告，下一次课中由各小组派出代表向全班进行汇报。教师根据

小组完成情况记录成绩。通过任务下达与完成来驱动学生参与学

习。同时培养学生办公室软件运用的能力，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等，实现培养目标多元化。

（二）项目教学法

这次探究的教学模式是基于任务驱动和项目教学，其核心是：

不简单地去让学生按照老师的安排和讲授去获得一个结果，而更

多是通过指导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找寻获得结果的路径，通过学

生自己的思考的操作，最终得出结果，并进行对结果进行展示和

开展自我评价。这更强调学习的过程性而非结果性。在过程当中

去锻炼学生的各种能力。

结合职业院校学生的学情和财务报表分析的教学内容，课程

采用项目化教学。全部教学内容为一个完整的项目，具体可细分

为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综合分析等分析子项目。

通过指导学生对企业财报进行各个子项目的财务分析，并完成分

析报告，到课程结束，学生至少对于某个行业的两家企业有了比

较全面的分析，将分析报告按照相关的要求，整理出一份完整的

财务分析报告即完成。实务中，通过将财务分析报告展示，可以

为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支撑。

通过项目化教学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仅限于让学生掌握书

本上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财务分析思维和意识，同

时各项目分析过程中不能单纯依靠对数据的分析，更要引导学生

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学会利用网络、信息、大数据等对企业进行

PEST 分析，这会增加财务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三）考核方式结构化

基于任务驱动与项目教学下的本门课程，考核方式要充分考

虑过程性的考核，而不仅是结果的考核。建议使用平时成绩 + 实

训成绩 + 期末考核成绩的结构模式进行。具体细则，可根据学院、

学生、学情的具体情况再设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

质量，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探索适应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模式，通

过对学生，学情的掌握，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教学方式。师生相

互配合，定能更好学习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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