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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大数据分析实践教学平台 

构建路径研究 

——以湛江科技学院为例 
梁思敏 

（湛江科技学院  524000） 

摘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财务管理环境及财务工作人员的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代的发展要求财务人员除了需要
掌握传统的财务管理知识外，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本文立足于湛江科技学院，通过分析其《财务大数据分析》课程
开设情况，创新性地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大数据分析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提出改革建议，以推进高校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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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wide use of big data technology，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work of the financial 

staff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requires that financial personnel not only need to master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knowledge，but also need to master certain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Based 

on Zha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is paper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reform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for financial big data analysi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by analyzing 

the course "Financial Big Data Analysis"，so a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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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财务大数据实践教学平台的背景及意义 
1.1 现实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转型升级与发展，“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区块链等新兴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并得以应用。面对时代发展，
各企业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来提升其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从而有
效增强其竞争优势。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也从电算化、信息化发展
到数字化、智能化。同时，财务工作也愈发地依赖于技术进步与数
据驱动。面对海量而枯燥的财务数据，如何对其进行收集和管理，
并能高效和直观地帮助管理者做出最佳决策变得非常关键。在此大
环境下，传统的财务管理人才将难以适应未来市场经济发展，懂得
财务大数据可视化的分析型人才的需求将激增，因此培养掌握大数
据分析方法的新型人才将成为高校会计教育改革大趋势。 

目前，我国传统的财务会计正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财务共
享中心的建立、财务机器人的出世，都让只拥有基础财务技能的财
务会计人员觉得随时可能丢掉饭碗，这也是值得担心的，仅仅只会
简单的财务数据处理是很容易被替代的。但与此同时，如果财务人
员懂得大数据可视化财务分析，则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降低
了被替代的风险。企业对高素质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1.2 现实意义 
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培养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的过程中，人才培

养及教学模式起到了关键引领作用。财会专业是湛江科技学院的王
牌专业，学校一直以培养基础知识扎实，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顺
应当下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财务智能化发展趋势，学校也在积极
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建设进行不断
修改。会计学院顺应新形势的发展，已创建财务大数据实验室、DB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财务大数据实验平台，开设财务大数

据分析课程，举办 DBE 财务大数据分析培训，以为社会培养大数据
+财务复合型人才。 

湛江科技学院会计专业一直重视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关键
作用。会计专业的理论与应用实践，一直紧密围绕国家财会管理政
策指引、企业财务管理实践和管理技术更新不断升级。由于以上种
种原因，当前我校会计专业开展数据可视化课程建设对财务管理教
学模式起着革新作用。 

近年来，开设财务大数据可视化财务分析课程的院校的数量逐
渐增加，但是大部分学校的这一课程改革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因
此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如何构建合理的理论教学框架，设定
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培养学生兴趣就变得尤为关键。该研究希望
通过对该门课程进行分析，通过观察学生上课效果，不断改进授课
方式，以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对学校财务管理教学模式发展起推动
作用。 

2 我校构建财务大数据分析实践教学平台效果分析 
《财务大数据分析》这门课共开设了八大模块，分别为：大数

据初体验；PYTHON 实践应用；数据预处理实践；大数据+投资者角
度财报分析；大数据+经营者角度财报分析；大数据+资金分析；大
数据+销售分析与预测和大数据+费用分析与数据洞察。 

《财务大数据分析》课程自 2020-2021 学年第一次开课以来，
已经进行了两年实践教学。在 2021-2022 学年的教学中，授课教师
解决了在第一次教学过程中所遇到问题，并针对第二次的授课情况
做了相应的问卷调查。本次参与调查学生样本覆盖整个 18 级会计、
财务管理和审计专业的学生，获得有效样本数据为 445 份。调查结
果如下： 

在内容选择上来看，大部分学生认为大数据+投资者角度财报分
析和大数据+经营者角度财报分析这两个模块收获最多；从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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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90%以上的学生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们的财务
大数据分析技能与知识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并且对他们未来的职业
能力提升有较大帮助；从学与教的角度来看，97%左右的学生认为
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反思自己，但只有 70%左右的学生能
够做到课前和课后主动地复习或查阅与财务大数据分析相关的资
料；从对课程感兴趣程度来看，80%以上的学生对该门课程表现出
比较大的兴趣，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学生表示该门课程在学习上给他
们带来较大挑战，比如在财务报告撰写和分析并发现数据问题方面；
从学习合作方面来看，80%以上的同学表示能够适应课程中合作完
成实操任务的学习方式，但是 78.43%的同学表示对于老师所布置的
任务他们只是按照给出步骤完成，缺少自主思考能力；大部分学生
对于现在这种（理论知识讲解+实验实践+现场指导）的教学方式表
示可以接受，并且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该门课程对他们以后学习、工
作和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学校校友的信息化网络资源与环境方
面，只有少部分学生认为还需要改进；学生希望老师能够在将来的
授课中，有针对地加强实操演示指导和讲解，并能够适当对学生所
提交的作业作出点评。 

 

图一：学生对该课程优点评价 

 

图二：学生对该课程不足评价 

3 我校建设财务大数据分析实践教学平台思路建议 
3.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虽然我院已组织成立了财务大数据分析课程教学团队，但教师

的资质还没达到人才方案中所说的落实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的要
求。大数据时代，要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财务管理人才，确保教学
的有效性，师资队伍需要具备较强的大数据、智能技术教学意识和
能力。高校可以通过多渠道建设、打造具有大数据思维的教师团队，
满足教学需求。首先，专任教师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寻求突破，积
极学习以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提升大数据思维和能力；其次，
学院应该鼓励教师走出去，多点参加交流会议，进行跨学科、跨机
构的交流。通过参与和财务管理、数据分析等相关的活动，拓宽自
身眼界并强化教学能力。除此，学校还应加大专任老师的持证率，
鼓励专任教师参加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和中级会计师
等考试，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另外，通过社会关系可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的税务师等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的从业人员，到学校担任实践导师、兼职教师、开始专题讲座
等。最后，在人才招聘的时候，有针对地引进具有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专业背景的综合型人才。 

3.2 深化财务大数据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调整课程教学模式，旨在让学生在仿真环境中学会利用技术工

具解决企业财务分析问题。首先，依据“实践教学法”设计课程内
容和组织教学工作。尝试利用 SPOC 模式和 MOOC 模式，将课堂教
学与在线教学相结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以学校课程设计与开发为
主，以 MOOC 形式嵌入课程内容。鼓励学生在探究中学习，对于每
一个课程案例，都遵循问题确定、方法寻找、资料查找、建模规划、
数据处理、结果呈现、展示分享的一系列流程，培养学生基于问题
整体设计的思维逻辑建设。通过反复练习以达到对知识理解与实践
应用融会贯通的目的。其次，为了更好地评价学生学习成果，在课
程成绩评定上，采用多元评价方式，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和系统综
合评价等汇总最后学科成绩。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系统所生成的阶
段性图表、分析解读报告等可作为课程实验成果，最终成为成绩评
定的参考物。设计多维度考核，以学生各项能力提高情况为评价原
则。最后，在教学效果评价上，依旧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
课程即将结束时，对学生进行课程满意度调查。通过科学设计调查
问卷，具体掌握学生对不同学习模块的掌握程度与兴趣，以及学生
对课程的改革建议。有针对性地对薄软环节进行改进以期在将来能
够不断提高课程授课满意度。 

3.3 建立多元化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大数据思维 
人才培养体系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财务管理人才
培养方案创新、优化的核心环节。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应
以原有的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方案为基础，针对《财务大数据分析》
课程内容，设计相应的专业课程体系。大数据时代下的财务管理人
才，不仅应该掌握财务管理专业知识，还需要具有大数据思维，能
够熟练运用各种技术工具，比如 Python 和 Power BI 等。建立多元化
课程体系，首先，应该在保留原有传统财务管理课程的基础上（管
理学、经济学、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经济法、税法）再设置并购重组、资产评估、证券投资等课程，综
合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其次，为了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应该开
设 EXCEL 和 SPSS 等实用型应用软件课程，为学生提供实践分析的
机会。除此，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学科竞赛当中去，比如大
学生财务决策大赛、财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
战竞赛等，通过以赛促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财务大数据思
维。 

4 结语 
科技迅速发展，数字化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模式，也改变了管理

人员的工作方式。湛江科技学院始终走在财务教学改革发展的前端，
开设《财务大数据分析》、《RPA 财务机器人应用》等课程，学校始
终以企业经营实际需求为向导，通过对课程进行改革，不断提高财
会专业教学质量，这对提高学生财务分析能力，对培养学生成为大
数据与会计专业的新型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给开设相关课程
的高校提供了积极的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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