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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计和相关行业的不断发展，在临床会计的大致流程
中，会计护士实施会计内容的标准也越来越高，这不仅仅是因为
传统会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阻碍影响，同时也跟医院及社会组织
的重视程度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本文将结合医学和会计领域的
基本特点，对大数据环境影响下高校会计教学方法进行初步分析，
并提出规划建议。

1  大数据环境高校会计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在高校会计教学模式的工作过程中，对学生作业以及大体数

量的要求很多，以过多的安排和困难的体系来给学生增加压力，
要均匀地分发他们的任务和责任，以达到组织或学校的绩效要求。
这反映出高校会计教学模式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利用时间比
率增长过快，远远超过了预算效率规模和知识点的增速。因此，分
工是在高校会计教学领域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框架结构，它对推动
会计教学的竖向发展具有巨大的帮助和发展推动力。从高校会计
教学模式体系上分析来看，被分配到特定岗位的会计要按照自己
的职责和专业标准处理各种行业实务，正确处理原始会计信息，
设计表格和材料清单等。因此，对于教学会计的资金和外汇管理
责任分配的实施方法应符合以下实施标准。在行业劳务计表中，
有关行业项目，记录，会计原始信息和自主材料的制作要积极贯
彻，逐一落实。本文认为，结合会计专业领域的知识概念与临床
领域的相关从业经历，能够对高校会计教学的教学效率产生影响
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1研究性学习的情景会计问题体验一般
了解和学习会计理念的工程中，大多数教学者会采用情景理

念教学问题，这样的教学理念初衷是可取的，但是在开设情景
问题的存在适合性需要花费时间来提高稳定，积极审核是否适合
和存在的问题，老师在教学，但往往在教学中有很多学生没有
理解老师的课题研究方向，因此而白白浪费时间，这样研究性
学习的情景问题体验很一般。

1.2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有盲从性
在研究会计专业走进高校课堂的过程中，有许多教学者觉得

找到了引发学生主动学习会计专业知识兴趣的法宝，布置大量应
用题型，“急于求成”地把问题抛给学生，这样不仅会产生适
得其反的效果，还会导致效率很低，很容易造成和传统的强调

‘强制性学习’相同的结局。
1.3 不积极复盘研究性学习的结论，理念没有与时俱进
新接触的理念不能光凭理论，要与生活联合实践，使学生

在实践中印象深刻、记忆尤深。知识进取不单单是为了理解和
消化，老师应带领学生让会计基础知识应用于生活，研究性学
习要把“讨论”、“实践”、“应用”贯穿于整个教学理念
体系。

1.4缺少教学理念的结构框架和忽略了会计应用方法的掺入
教学者不能把流程不统一的现状直接归属给学生而置之不

理，不同的教学理念模式会有不同的基础分工这样的情况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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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环境到来的同时，使得专业教学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在对高校会计教学方法的改革分析之前，要对教学者
的个人能力和会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内容有所了解，为了能够更加深入的研究会计专业在高校教学中大致内容的基本标准，要对
高校的教学方法理念进行研究，对教学者和学生及会计专业都要有所调查，以及时总结会计过程经验和累积专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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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消除和根治，但在基本领域上却可以得到缓解。在高校
研究性学习的研究中存在学生的个别现象，学生的能动性偏差，
老师教学质量的间接性失调，学生一起探究的活跃度等。

2  关于对大数据环境下高校会计教学方法的改革建议
在教学会计专业的领域，不是所有的理念都需要深刻研究，

在教学理念的方法研究探讨问题上也需要一定的效率，老师和学
校应积极关注学生的理解方向，开设适合的情景问题，及时关注
理念更新趋势

2.1 开设适合的情景问题，增加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学习的能动性是学生学习必不可少的动力之一，在教学过程

中，只有学生对其有趣味的知识，才会更喜欢了解并吸收。会计
情景问题是教师经历次数最多的教学策略。情景教学理念虽是当
代主流教学的方法，但学生可持续专注时间不长，而且还有大部
分没有掌握方法，就会变成教师“以快取胜”的教学理念使许多
学生错过新接触的知识和理念，积极创设问题情境解决会计问题。
可以让学生们增加对学习热情，使学生们减少对学习材料感到迷
茫和畏惧的状态，是学生学习的更加放松，更加简单。

2.2 积极了解学生的理解方向，制定专属的探究内容
重视学生的能力认知，顺其自然，训练其综合的认知，使

他们主动获得知识。使知识在头脑中组成一个很稳定的结构，无
私的在结构中的前端负责播种，后端则负责结果，就和老师认知
结构中的前端与之一样，学生认知结构中具有同化新知识的能力，
会计基础是学习必须具有的条件之一。在会计专业的教学中，不
是所有内容都需要探究，也并非所有内容都能有效探究。探究式
学习的方法固然效率会很高，但探究与探究方法是两个领域，在
确定研究性学习内容时，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认知框架，选取
有利于“会计应用”的问题再进行相关探讨。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教育的不断改革，现阶段的高校会计

研究性学习多多少少要受到学生理解能力、老师教学方法、学
校教育理念等影响，并且这些方面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
限制了国家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本文采用分析会计专业模式的
特点和策略概念进行了规划建议，为提升学生的学习层次，加
强高校会计教学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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