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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梳理了会计专业课程中课程思政改革的相关做法，从课程思政内涵、思政元素、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等方面梳理了

前人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思政元素和教学模块，并进一步探索了“一核、

两术、三法、四新”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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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工作一直都被认为是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很多高校会计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忽视价值目标、
重育才而轻育人（殷俊明等，2020），会计课程重应用性，
存在灵魂迷失等问题（董必荣等，2019）。而面临“大智移云”
时代的到来，会计行业如何应对新时代，大学教育必须做出
回应，专业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在会计专业课程
中做到课程思政的由“点”到“线”，进而实现由专业课程
的“线”到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面”，对于落实立德树
人至关重要。

1、文献综述

1.1  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的概念官方文件中没有明确，但是课程思政的内

涵研究较多，各有侧重，大家普遍认可课程思政是教师教学理
念的升华和教学措施的总结（于歆杰，2021；陈岗，2021；韦
尹淇 2019），是一种无形的“思政”通过有形的“课程”来实
现的动态过程（黄睿彦等，2021）。不少研究从“大思政”的
范畴对课程思政进行解读。黄睿彦等（2021）用“顶天立地”
来概括课程思政的内涵。韦尹淇等（2019）认为课程思政的内
涵包括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道德和职业层面和微观的个人
层面。

1.2  会计专业的思政元素
关于会计专业的课程思政研究，很多学者把思政元素作为

重要的课程建设抓手，并以此开展课程教学内容和资源建设。
闫邹先等（2021）认为基础会计学课程的思政元素，主要集中
在会计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周晓慧（2020）提到从会
计史学和会计文化的两个层面进行价值塑造。陈丽英（2020）
提出了会计职业道德、合规意识和会计艺术等方面的思政元素。
曾秋香（2021）提出了家国情怀、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等方面
思政元素。

1.3  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
业界普遍认可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的问题，需要从

不同的角度出发。学者从教师、课程内容与资源、教学方法与
手段等方面切实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进行了研究。于歆
杰（2021）提出从理解、行动、内容、方法和手段做到合五为
一。教师应当对课程思政有正确和深度的理解，并在行动上做
到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于歆杰，2021；孙卓，2020；汝晓琴，
2020；张其慧，2019）。孙卓（2020）认为课程思政资源建设
中应结合互联网丰富课程资源，融入财经法律制度，国内外实
际经典案例，财务及税务个人和单位事迹，其他文献及网络资
源等等贴合学生的思政教育资源。范依依 (2020) 认为可以在教
学中加入中外会计制度的比较和思考。于歆杰（2021）、高樱 

(2020) 认为教师应该做到课程思政教育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相互促进，运用案例研究、运动研讨式、师生互动式教学和
翻转课堂等方式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上述关于课程思政研究给会计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思
路和方法。目前关于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课程思政研究较少，
本文将以此课程为例分享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教学实
践，希望给予相关课程教革提供参考。

2、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思政建设基本思路

2.1  明确课程教学理念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学理念，因此在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思政

建设中首先明确了课程的教学理念，采纳了学者们“大思政”
的范畴，将宏观的家国情怀，中观的职业道德、法律意识和微
观的个人终身发展等理念融入其中。

教学理念表述为：厚植家国情怀、法律意识和会计美学，
价值引领突出，培育学生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热爱。落实“立德
树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激发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学习动力，
注重学生会计高阶知识、技能和思维培养。

2.2  确定课程教学目标
在上述教学理念指导下，通过明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地位和作用，梳理了课程对于毕业生能力的支撑作用，确定
了课程整体教学目标，具体表述为：培养具有扎实的会计专业
知识、技能和高阶思维，做有家国大德的中国人、有社会公德
和职业道德的职场人、严私德和会学习的独立人，做“经世济民、
德法兼修、勇于创新与挑战”的会计人。

2.3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以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精神为

重要指导，从中提炼会计专业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最终确立
以“德”为中心的课程思政元素。课程将“德”定位为“大德、
公德和私德”三个层面，然后梳理了 8 个方面的课程思政元素。
第一层面是“大德”，包括践行马克思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第二层面是“公德”，遵守财经法纪和会计职业道德，
继承会计文化和美学；第三层面是“私德”，自我规划与管理，
终身学习，勇于创新与挑战。

2.4  构建一体化课程模块
很多会计课程的课程思政改革都做到了思政元素与课程全

部教学章节的有机融合，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高级财务会计
课程借鉴上述做法，将上述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内容进行了一
体化的课程模块化设计和融合，具体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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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思政元素和专业内容一体化的课程模块

教学模块 思政元素 融入方式

总论与财务报
表编制

家国情怀、会计美学、
职业素养、自我发展

1. 介绍会计历史和文化，树
立文化自信；介绍优秀会计
人事迹，传递职业精神；
2. 介绍企业会计准则最新修
订内容，引导学生与时俱进、
终身学习；
3. 实践项目环节引导学生发
现会计平衡美，提升团队合
作和职业素养。

特殊经纪业务
或事项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会计美学、终身学习

1. 介绍四大国有 AMC 功能，
树立制度自信；
2. 分享诚实与变通的典故，
引导学生做到诚信变通和遵
纪守法；
3. 关注债务重组准则四次修
订内容，引导学生与时俱进；
4. 实践项目环节引导学生发
现会计中和美和价值美，做
好职业规划。

所得税会计 遵纪守法、家国情怀、
会计美学、自我规划

1. 介绍疫情期间我国最新税
收政策，增强家国情怀；介
绍税务师行业发展，引导学
生做好职业规划；
2. 通过乐视网案例，引导学
生遵纪守法，提升会计中和
思维；
3. 通过实践项目，增强学生
的诚实守信和提升技能的职
业道德。

合并财务报表
家国情怀，马克思主

义、职业素养、勇于挑
战

1. 介绍云南白药和苏宁案
例，树立四个自信；
2. 通过相关理论介绍，引导
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
3. 通过实践项目，增强学生
严谨细致的专业态度，引导
学生勇于挑战。

3、高级财务会计“1234”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实践

经过多年教学实践，课程确立了以“立德树人”为核，以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和第二课堂为术，以励志教育、灵魂教育和
实践教育为法，从教学要求、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和教学评价
进行创新的“一核、两术、三法、四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3.1  “一核”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重视“开学第一课”，传递三个层面的“立德树人”教学目标，

并通过四大教学模块将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明大德：梳理会
计发展史和名人思想，传承会计文化，丰富时代内涵；守公德：
通过“先锋事迹”传递先锋力量，彰显学术精神和职业精神；
严私德：通过“组团队和定目标”小组活动，引导学生热爱专业，
激发奋斗精神。

3.2  “两术”助力三全育人
通过畅课等线上平台，发布国内成功企业案例和学科发展

前沿，让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中侧重线下研讨和实践，通过
生讲生评、研讨辩论、案例分析、实践实验，促进“互动、参与、
内化”；课后布置线上作业，讨论正反面案例、新科研成果或“大
咖观点”，分享个人感悟与反思。指导学生结合地方发展战略
和政策，参加专业技能比赛，进行科学调查研究；邀请本土专
家学者、优秀企业家、工匠名师和抗疫英雄等为学生传播中国
精神、学术精神、职业精神和奋斗精神。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和第二课堂活动，将思政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实现三全
育人。

3.3  “三法”让思政落地生根
通过励志教育，让学生“立志”，播撒奋斗种子，坚定理

想信念。采用故事激趣、榜样熏陶、以案示警等“灵魂教学法”，
设计对分课堂、翻转课堂和实践课堂，打造参与式“精彩课堂”，
增加课堂的吸引力。通过教师的精心设计、精选案例和精彩分
享，引发师生共鸣，启迪学生灵魂，促进思政要点落地。理实
结合，将思政嵌入财税报表编制、方案设计与论证、报表分析
与决策等实践教学中，营造职场环境，增强学生参与度和获得
感，实现思政要点的生根发芽。

3.4  “四新”促进学生发展
记录考勤、讨论、练习和作业，；利用线上平台严格日常

教学管理与反馈，定期发布明确的学业任务、可测量的成绩占
比和评分方式，及切实可行的完成手段，通过设置 SMART 学
业清单，让学生做好学业规划，实现自我发展。打破事后核算
的传统实践教学设计，让学生参与财务方案设计与决策，引导
学生思考报表的价值呈现，做出最优会计选择，发展学生会计
思维。加入新准则、新科研、新案例和新观点等教学内容，引
导学生与时俱进和终身学习。形成“三方五度”教学评价模式，
即教师、小组间和小组内“三方”评价主体对学习态度、规范
度与合理性、汇报呈现度、团队协作度和创意创新度的“五度”
评价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四新”的教学创新，做到了成果导
向和学生会计思维发展。

4、总结

高级财务会计“1234”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应用过程中，学
生实现了“乐学、易学、学会和志学”的转变，团队合作、动
手实践和科研创新能力大大提升。近年来学生参加各类各级学
科技能大赛捷报频传，科研能力初显锋芒，考研、考证通过率
在同类院校中遥遥领先，同时毕业生也获得用人单位的认可，
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将会计行业作为终身追求。当然，上述模
式在探索立德树人的道路上还有很多不足，如有效成果导向、
两性一度等方面需要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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