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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税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章　迪　赖良杰　杨　毅　白　东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四川 崇州 611230）

摘要：“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面育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提出的要求。“三全育人”总体目标，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的育人优势，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构建成效显著的学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使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全员、全过程、全面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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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课程思政目标分为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个人品德

修养，会计职业应具备的专业素养，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

想三个层面，从“个人、职业、国家”三个维度全面育人，形成

了“三全育人”的模式，充分体现“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使

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融入思政要素，实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对

学生的思政教育、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起明显促进作用。

一、《税法》课程思政目标

贯彻“育才先育人，育人先育德”的教育理念。税收作为国

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对我国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帮助学生树

立法治意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税法与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税法》

课程在客观上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

国家层面上，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企业层面上，塑造学生职业素养，

培养社会责任、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依法纳税；个人层面上，

锻造学生专业精神，培养责任担当、勇于创新、投身实践、开

阔眼界。

二、教学设计思政目标

税法课程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发挥“共抗时艰显担当，爱

国力行育新人”的作用，在“税务助力”中通过税法课程思政教

学与爱国主义、青年的责任担当、热心实践的理想信念教育生动

地结合起来，在学生们的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记，用实际行动托起

学子助力国家税收工作的信心。

（一）家国情怀（责任与担当）

1. 加强国情教育，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实践讲授我国税收优惠

政策意义，教育引导学生，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经国济世

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2. 教学中融入真实税收优惠典型案例，根据税收优惠政策指

引，完成纳税申报的工作任务，提高学生税务专业技能，助力国

家财政税收工作，发展国民经济。

（二）个人品格（如何做人）

1. 强化法治意识。通过导入明星违法案例，引导学生做到依

法纳税，德业兼修。

2. 培养公共服务意识。通过课后税务局实习，着力引导学

生树立公共意识，培养学生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管理事务的

能力。

3. 坚持第一课堂（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课外活动）联动，

通过在税务大厅担当“税收志愿者”。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公共问题，

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理解能力、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社会适

应能力，培养知行合一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三）科学观（如何做事）

1. 课堂任务对接学生财税技能大赛和税务技能大赛，工匠精

神融入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勤奋奋进的精神。

2. 课堂任务对接课后税务实践活动，让学生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培养学生社会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服务意识。

三、《税法》课程学习内容

（一）课前学习内容

1. 学生课前查阅税务官网，自主收集并熟悉税收优惠政策；

2. 学生课前通过“云班课—头脑风暴”讨论税收对于国民经

济发展的作用；

思政教育的融入点：课前布置任务，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时政

方针，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爱国热情。

（二）课中学习内容：

1. 思政内容

（1）描述减税降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

（2）公民为什么依法纳税；

（3）明星偷逃税案件的处罚细则。

思政教育的融入点：

（1）通过课堂提问，引发学生深思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民经

济的作用。

（2）通过课堂互动，引发学生深思依法纳税对国家发展的意

义。

（3）播放明星偷逃税案件新闻视频，警示教育学生依法纳税。

2. 技能内容

（1）通过“云班课 APP”在线提交税收优惠政策测试；

（2）完成 ABC 三家企业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填制任务；

（3）计算三家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减税金额；

（4）掌握四川省电子税务局操作流程。

思政教育的融入点：

（1）在线测试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时政方针，

领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国家政策，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

（2）通过课堂分小组完成任务卡，能够应用税收优惠政策，

减轻企业负担，恢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树立学生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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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学习内容 

1. 实习内容

（1）思政内容

①税收与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都息息相关，深思

税收与国家、企业利益和个人的关系；

②税收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意义。

思政教育的融入点：课后在税务局实习，通过社会工作环境

育人，让学生深刻领会税收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义。

（2）技能内容

①在税务大厅自主办税区，引导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

②引导纳税人完成增值税发票代开和购买；

③引导纳税人完成税务登记证的注销；

④给纳税人宣传减税降费的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减轻税

费负担，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

思政教育的融入点：课后在税务局实习，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职业能力和职业综合素养。

2. 税务比赛学习内容：

设置办税员、税务会计、财务主管三个涉税工作岗位，分为

上下两个半场。模拟一家中型企业，由三位选手分工协作完成。

（1）税务知识竞赛范围：纳税实务、税法、税收新政、票据

管理办法、职业素养；

（2）税务会计核算考核范围：销售、采购、费用、职工薪酬

计提与发放、计提税费、缴纳税费的税务会计核算

思政教育的融入点：通过课后参与比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

能力，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升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税务申报

能力，提升学生职业能力，树立投身国家税收工作的理想信念。

四、创新运用现代教学手段与方法

税法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与课堂教学环境与社会工作环境直接

相关，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传授专业知识，还需要营造良好

的课程思政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主动参与度。

（一）通过自主学习法、小组讨论法、组间竞争法、自主探

究法等教学方法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二）通过问题引导法、评价学习法、任务驱动法、视频示

教法等教学方法加强教学互动；

（三）通过微课视频、在线测试、头脑风暴、手机、在线连

线等教学手段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和数字资源，巧妙实现思政

教育目标。五、教学效果与教学特色

（一）教学效果

1. 课堂教学效果：学生掌握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学生关注国

家时政方针，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深思税收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

领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树立学生民族自豪感。学生掌握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填制方法，培养税收职业能力。学生分组完成任

务卡，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2. 课后教学效果：学生通过在税务局实习实现社会工作环境

育人，深刻领会税收与个人职业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密切关系。

学生掌握税务技能担当“税收志愿者”服务地方税收工作，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专业能力、沟通能力等综合职业能力素养。

教学效果对学生思政教育、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养成起

明显促进作用。

（二）教学特色

1. 税务战疫，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将税收专业知识与税收优惠政策时政相结合，助力国民经济

发展。通过在税务局大厅进行税务服务，积极探索平稳国民经济

课程思政创新路径，将税收优惠政策等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任务中，

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 培养学生的思政教育、职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

2.“赛教融合”，育人效果显著，成绩斐然

在布置任务环节，对接职业标准，融入国赛标准，真正做到

赛教融合，育训一体，学生以赛促学、德技并修显成效。

3. 课堂优秀报税员获得实习比赛选择权

分组完成纳税申报任务，激励学生团结互助，评选最佳办税

员获得税务实习和税务技能赛选择权。巩固学生已学习的税收基

础知识，提升纳税申报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五、不足与改进措施

（一）不足

1. 专业课程教师的思政素质有待提高

教师对思政教育的认识不足，专业课程教师本身的思想政治

的知识体系不完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涵盖的内容概念模糊，就

不能实现有效地发掘和融入。

2. 评价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改进

教学评价中不能全面体现对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客观评价。

在本次课程任务过程中运用形成性考核体系，将课堂讨论、教学

互动、课后实习等情况纳入考核范围。但是道德水平的考核能否

通过计分的方式给出公正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二）改进措施

1. 提高专业课教师思政素质

首先，要提高专业课教师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等问题，导致学

生整体的政治素质不高。而要在思想和灵魂深处对其进行教育和

影响，应该在全过程，全员进行教育和渗透。

其次，在思政课程的推广过程中“要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的培训”“着力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2. 评价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探索

改革传统的教学评价模式，采用平时表现 + 期末考试 + 道德

素质考核的方式，道德素质考核可以采取心理测试或社会实践的

方式进行，既对学生专业知识进行考核，也评价了学生的德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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