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99

基于 SPOC 混合教学模式的《税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胡林丽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湛江  524000） 

摘要：税法是财经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作用越来越突出。税法又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的课程，其内容时效性强、知识点细碎且多，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不仅要理解原理，还要掌握各种税费的计算，并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SPOC主要是指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而基于 SPOC的税法课程混合教学模式主要是指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与线下

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该模式不仅将线上学习与课堂学习紧密结合，还将“教”与“学”有机融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与创造性。基于 SPOC混合教学模式下，对税法课程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考核评价进行改革探索与研究，可以进一

步拓展税法教学的相关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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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ax Law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finance and economics majo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ts role i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tax law is also a course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its con

tent is time-effective, knowledge points are detailed and many, while lear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students sho

uld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but also master the calculation of various taxes and fees, and combine theo

ry with practice. SPOC mainly refers to small-scale restricted online courses, while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ta

x law course based on SPOC mainly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small-scale restricted online courses and offline c

lassroom teaching. The model not only integrates online learning and classroom learning, but also organically inte

grat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in independent learning. Based on th

e SPOC mixed teaching mode, the reform and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thought, teaching method and means, as well as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tax law course can further exp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of the tax law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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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教学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再

加上 近几年疫情的反反复复，很多高校更加注重将 SPOC 教学模

式引入课堂实践中，实现传统教学与线上教学的结合。税法是财会

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将网络时代优势与传统教学优势有机结合，

是税法课程改革的一大趋势。现如今，税法课程的教学虽然摆脱了

教师拿着书本边讲边在黑板上板书的时代，但对信息技术的利用程

度还远远不够。现在很多高校的教室都配备有一台电脑和多媒体，

但其仅仅是用来播放 PPT 课件，仍然是教师在台上讲授为主，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的洗礼，学生积极性不高，注意力分散，教学效果堪

忧。而作为核心课程的税法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教学新模

式的探索、教学新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二、传统教学模式下《税法》课程面临的问题 
（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单一 

现有的税法教学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接受填鸭式教学，由

于税法理论内容较多，特别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很多细化规定、优惠政策等，一环扣一环，内容较繁琐，学生在课

堂上参与积极性不高，课堂氛围较差。教师在讲台上讲，而学生在

下面低头刷手机，“抬头率”不高，学生学习效果就较差。教学手段

和教学方法单一，不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

趣，这是传统税法教学模式的一个“痛点”。 

（二）课时安排与教学内容不匹配 

税法课时量较少，而理论内容较多，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

赶进度，学生课前课后也没有进行预习或者复习，导致学生跟不上

更加不愿意学，形成恶性循环。很多比较重要的小税种在课堂上也

没时间展开讲解，而理论课是实训课的根基，等到下学期开设企业

纳税申报实训课程时，会涉及到小税种的纳税申报，由于学生对税

法理论知识本身就掌握的不扎实，一个学期后就遗忘的差不多了，

还有些税种上学期理论课上根本没有讲过，并且实训课课时更少，

所以企业纳税申报实训课也变成了一种“摆设”——教师演示，学

生机械地模拟操作。这样下来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税法教学质量亟

待提高。 

（三）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体系不尽合理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很难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对学生学

习效果的考核方法存在缺陷。税法课程是属于期末考试课程，每位

学生本课程的 终成绩是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一般按

照 3：7 或 4：6 的比例。而平时成绩一般又包括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课堂表现等。教师对于学生完成课后作业的过程很难实施监管，因

此很多学生往往是在临近作业提交时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更有甚

者，都不提交作业，教师批改作业后，也很难准确地给出合理的平

时分。期末考试一般会画出重点范围，有些学生平时不好好学习，

期末通过熬夜复习考试范围，以此方法通过考试，但其实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并不透彻，考试完知识点也忘完了。这种考核方式并没有

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三、基于 SPOC 混合教学模式的《税法》课程教学改革 
本课题通过将 SPOC 混合教学模式应用于高校税法课程教学当

中，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完美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两者互相融合, 交替进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有利

于提高教学效果，满足高校教育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兼顾的需求。S

POC 主要是指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优化教

学目标，有利于促进信息时代教育工作的转型与改革，将 SPOC 应

用于高校税法课程中，将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融合，对税法课程的

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教学管理进行改革探索与研究，提

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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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思想 

传统的教学模式下，都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被压制，课堂上主要讲授课本上的知识，师生

之间互动较少，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教师也很难准确了解。这

就需要我们转变思想，将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并重，将 SPOC

混合教学模式应用于高校税法课程教学当中，即在 SPOC 教学中网

络教学平台是知识传授的载体，课堂授课是巩固教学效果和掌握教

学节奏的关键，二者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和学生都需要转

变思想，教师要避免“满堂灌”，学生要发挥自己对知识的自主探究

能力，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前习得相关知识，记录在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在课堂上与老师交流、请教、解决问题，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探究、发现问题、主动学习。 

（二）教学方法和手段 

基于 SPOC 混合教学模式的《税法》课程教学可根据税法课程

的特点分为两个部分，即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相结合。税法课

程内容主要为 18 个税种的学习，而每个税种都可以由纳税人、纳税

时间、纳税地点、税率、征税对象、税收优惠等组成，各个税种也

可由这一条线串联起来，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按照这条主

线展开讲解，将一个个散乱的知识点串联起来。SPOC 混合教学模式

下，教师可以提前在平台上上传一个个知识点小卡片、小视频、课

件并匹配相关练习题，学生提前针对知识点进行学习，记录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在线下课堂中，教师进行讲授并针对学生的问题

进行答疑，此时教师的讲授主要以解决问题和对知识点进行深化、

纵横向对比以及知识点的串联为主。 

具体步骤如下： 

（1）学生课前线上自学。 

课程组的老师可以在课前根据税法课程内容制作好一个个知识

点小卡片，或者多媒体课件，根据具体税种内容录制好短视频，并

设置相关练习题。由于税收政策经常改变，如网络上不能及时找到

关于 新政策的视频，就需要教师们提前分工录制好。课程组负责

人将以上教学资源上传到雨课堂等网络教学平台上，教师可根据下

节课的内容提前发布任务清单，学生根据教学任务提前完成自主学

习，并完成相关练习题。系统自动批阅学生的练习题，并进行答题

情况的统计分析，教师据此了解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解掌握情况，

设计出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 

（2）教师课中引导总结。 

在上课后，教师花 20 分钟左右时间对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展开调

查了解，对学生课前做的练习题情况进行分析。税法又称“碎法”，

知识点细而碎，有了学生课前线上自学的基础，教师在课堂中主要

是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对重难点知识进行讲授，总结知识点，总

结规律，引导学生整理碎片化的知识，帮助学生进行系统性学习，

让学生在头脑中能更好地串联起知识点，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在

教师讲完后，学生可相互讨论或互为老师，进行知识点的课堂汇报，

教师根据学生汇报情况进行总结引导，指出不足之处。比如针对知

识点增值税纳税人的学习，学生在课前已通过线上视频资源的学习

了解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定义，那么在线

下课堂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去对比二者的区别，以及在区分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时还需要注意的点，让学生对该知

识点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再比如增值税税率的记忆，有很多细小

知识点，教师可以帮助学生“避坑”，并总结相关记忆规律或小口诀，

或者让学生自己总结相关记忆规律，让学生能快速记住这些复杂的

税率。 

（3）课后巩固拓展。 

首先，教师可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评选出每周税法知识达人，进

行表扬，并可以每个月举行一次税法知识竞赛，获奖的学生可获得

平时成绩加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自主性。理论 终服务

于实践，教师可上传相关纳税申报实操视频资源或录制相关纳税申

报实操视频，比如增值税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或一些小

税种纳税申报视频，让学生学习，并提供相关纳税申报练习，一方

面可以让学生学到实际操作技能，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掌握税法理

论的重要性，巩固知识点。 

其次，在平台上可以专门设置一个板块，鼓励学生时刻关注国

家出台的 新税收政策，如疫情期间国家出台了很多阶段性的优惠

政策，将这些 新的税收政策共享至该板块，供其他学生查看学习。

凡是分享这些政策的学生可以获得“贡献值”，根据其累积贡献值进

行奖励。通过这个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培养其

分享精神，让学生有成就感，提高其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了解

新政策，学习课本知识外的知识点，拓展学生的视野。 

（三）考核评价 

针对本课程的考核评价不应该只注重结果，还应注重过程，将

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结合起来。过程性考核也包括线上考核与

线下考核部分，将以往的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占比 3:7 改为占比 4:6，

提高过程性考核的比例，将视频学习情况、练习完成情况、互动讨

论、竞赛参与度与活跃度都纳入考核范围，综合学生的期末测试结

果等进行。 

四、结语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但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取得更好的学

习效果。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基于 SPOC 的混合教学模式更能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信息时代税法课程改革的必然

趋势。在推动税法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问题，有些学生

的自律性较差，对教师布置的教学任务没有很好地完成，影响线下

课堂学习的效果，对此，我们还需继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

学生能够快速适应这种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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