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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财务共享服务“1+X”证书背景下《会计综合实训》课程
教学改革与实践

刘　晖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随着财务共享中心“1+X”证书的出现，互联网、智能

化、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应用到财税领域，对会

计工作产生了新的冲击。为此，从高职院校会计综合实训的教学

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目前的教学模式、教学目标、课程资源等

问题的分析，以期找出一些应对的思路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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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不能适应会计工作转型需要

传统的会计综合实训教学内容比较侧重于核算型会计人才的

培养，通常采用手工账务处理与电算化账务处理相结合训练方式。

往往缺乏综合性，真实性不强，不能反映岗位分工与协作，很多

业务案例不能及时反映会计、税收政策的变化，教学内容载体――

教材往往迟滞于现实，不能给学习者一个业财税一体化的综合训

练，适应不了会计人才培养向管理型会计转型这一必然趋势。

（二）教学手段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传统会计综合实训教学手段，往往用一本教科书，一些手工

的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装订设备等完成手工综合实

训，结合财务软件，完成电算化操作。这一教学手段无法适应于

智能财税办公需要。实际工作中不少为中小企业会计服务的专业

机构和大中企业的财税共享中心，已实现智能化办公，采用在线

发票收集、整理、传票、报销管理，让个人或企业财务快速实现“无

接触”式办公。

（三）教学过程缺乏职业判断力素质培养的需要

高职会计专业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会

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就是一项综合素质的培养，它是指对不确

定的交易事项，能做出有利于企业的判断和选择的行为能力，是

需要判断者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经验和业务技能。会计职业判

断能力的强弱是一个会计人员综合素质高低的反映。而要培养这

一能力，需要有真实的业务环境，多角度的训练和多方位锻炼才

能逐渐形成。

二、解决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改革教学目标

通过真实环境下“财务共享（云核算）”“财务共享（云税务）”“财

务机器人”的业务操作训练，可促使学生专业岗位技能和会计职

业判断力有机给合、课程实训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课程实

训过程与工作过程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会计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

目标。

（二）改革教学模式

教学过程中可按照成果导向设计教学过程，课前确定实训的

目标要求、任务设置、方法步骤；课中理论部分的微课视频观看，

实训环节的案例操作，教师结合关键操作技能的录屏播放和直播

讲解；课后提交每天的训练成果，也可以在智能财税职业技能课

程资源平台查看每天完成的进度。

这样可以彻底改变会计综合实训“面对面、手把手”的传统

教学模式，特别是当前面临新冠疫情，需要进一步推进“停课不

停学”线上教学的情况下，利用智能财税云平台完成在线无纸化

综合能力的训练，既能体现现代会计人才培养的时代特征，也有

利于教师角色的转换。

（三）改革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取应该对标智能财税工作领域和岗位群，紧盯

工作领域，分解典型工作任务，可以涵盖专业学习阶段的主要技能，

涵盖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出纳实务、创业创新教育的全部内容，

使其具备高度的综合性。业财税一体的综合实训内容，有利于管

理型会计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型人才培养。

三、智能财税“1+X”证书背景下的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教学

改革的成效

（一）“实战化”的操作过程，就业零距离

业财税一体化全真的操作过程、操作环境，可以增强学生情

境感，并与真实任务对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与职业素养。业

务环节实时采集进销项发票，给记账和报税提供数据基础，快速

完成销售、采购、费用业务的凭证自动制单；财务环节，存货核

算支持基于凭证和单据两种方式的成本结转计算模式，支持损益

结转、折旧计提等多项业务的自动化核算，提供基于审核、打印、

结账等业务进行批量操作的功能；税务环节，增值税、所得税申

报对接财务软件，自动提取数据，快速完成财务报表报送，各税

种通过预约方式交由系统进行自动报税，让个人或企业财务快速

实现“无接触”式办公。

（二）“课证融合”式教学模式，适应岗位工作要求

财务共享云平台开展会计综合实训，对接智能财税技能等级

证书（初级），精准对标数字经济背景下新业态紧缺急需，有广

泛而精准的岗位对接。对接发票开具、票据分类整理、出纳、制

单记账与财务核算、纳税申报等财税基础工作岗位，使课程教学

标准与职业技能标准融合，提升学生技能水平，使学生形成综合

职业能力，大大强化了学生对工作岗位的适应性。

（三）智能化的课程资源，提升师资素质水平

利用好平台课程资源，对教师也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利

用课程资源平台进行在线教学，需要运用多种信息化的教学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一直在学习提高执教能力的路上探索，不仅

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提升，还包括执教能力提升。这一课

程教学的改革，从整体上提高了整个师资队伍的素质水平，提高

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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