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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衡信杯”全国税务技能大赛的思考 
——以 HNJM 为例 

王春娜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摘要：随着“金税三期”工程的推广，各行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税务行业专业技术性强，单是掌握理论知识是

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实践经验才能妥善处理相关业务。为了能提高学生税务专业的综合知识水平，中国商业会计协会举

办了“衡信杯”税务技能大赛。通过比赛的形式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以赛促教，通过比赛进一步加强了教师对教学上

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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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的

全国推广，各行业对税务人才的要求愈来愈高。为深入贯彻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的实施意

见》（国办发“2015”36 号）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关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 

赛的有关要求，促进税务专业文化建设、普及税务专业知

识、营造浓厚的专业技能氛围，各高职院校为培养更适应社会

的技能人才，纷纷举办各级税务技能竞赛，由中国商业会计学

会主办，浙江衡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的 2019 年“衡信

杯”全国税务技能大赛（高职和本科组）在杭州举行，我院派

出一支队伍参赛，取得全国二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 

一、全国税务技能大赛基本情况 

（一）竞赛目的 

税务技能大赛是在真实涉税环境中进行，由税务行业专家、

企业税务人员和、 

高职高专院校财会专业师生共同参与、观摩、体验的分岗

位开放式财税技能竞赛。通过竞赛，检验高职高专财税类教学

改革成果，展示财税类专业高职高专学生税务岗位通用技术和

职业能力，引领和促进高职高专院校财税专业教学改革，激发

行业企业关注和参与财税类专业教学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全面提升高职高专财税类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水平。 

同时，通过财税技能大赛，加强财务、税收法律法规和财

税政策的宣传，强化公民的财税法制意识，提高纳税人税法遵

从度；加强税务形象宣传，推动财税文化建设。 

（二）赛制介绍 

税务技能大赛是以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为背景，模拟企业涉

税业务处理工作情境，利用财税技能大赛平台，要求选手分办

税员、税务主管、税务公务员等三个岗位分角色按照《税收征

收管理法》和各税种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企业各项涉税业

务，旨在培养学生的涉税业务处理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使学

生掌握纳税申报的基本程序和操作方法，培养学生依法纳税、

控制税收风险的观念，展示高职院校税务专业、财税相关课程

教学改革与实践成果，展示参赛选手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和

团队合作精神，积极推进校企紧密合作。 

竞赛每个岗位 200 分，合计 600 分，每个岗位分理论和实

操两部分。 

其一，理论部分。 

指财税理论知识，每个岗位均为 50 分，内容涵盖增值税、

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环境保护税等 18

个税种的相关税收知识；借贷记账法、加权平均法、错账更正

方法、账务处理程序、票据法、财产清查等会计知识点；职业

道德、职业素养等知识点。 

其二，实操部分。 

岗位一：办税员实操分为增值税开票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申报两部分。开票 50 分，含增值纸质发票打印、规范性审核 5

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100 分。 

岗位二：税务主管实操分为企业所得税申报 100 分和财务

报表的填写 50 分。 

岗位三：税务公务员分为个人所得税申报 50 分和税务评估

100 分，含人工评分 8 分。 

二、税务技能大赛对学生的影响 

（一）以赛促学 

要想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非

常重要，不仅需要基础会计、财务会计知识，还需要税法知识。

在日常学习过程中，一方面学生不但不能全面掌握老师所教知

识，另一方面，更缺乏对各科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因此，在

日常训练过程中，对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训练

中遇到未掌握的知识点，需要自己翻阅相关课本研究，同时需

要将不同课本的知识点进行对比总结。 

（二）有助于竞赛意识的培养 

本次大赛训练过程中，税务公务员岗位在训练风控环节时，

精力主要在客观题的作答上，对主观题缺乏一定的训练。竞赛

时，学生缺乏竞赛意识，以为客观题做好就可以了。孰不知，

竞赛就是战场，任何一分都很重要，最后由于对于主观题不重

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由一等奖滑落至二等奖第 1 名。 

（三）有助于团队意识的培养 

团队精神就是大家同心协力，以集体利益为先，高效率的

完成某一项工作。 

本项大赛中，税务员岗位的开票和税务主管的财务报表填

写需要高度的团队合作，日常训练中便要求税务员同税务主管

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默契，竞赛时草稿的书写有一定的格式

规范，便于主管岗位查看增值税，销售额等数据，对财务报表

的填写有一定的参考依据。 

（四）有助于专业能力的提升 

经历此次大赛，竞赛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不仅对以前 

所学知识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同时掌握了许多全新的知识

点，对专业证书的考取具有很大的帮助，竞赛模块的训练对更

好的步入工作岗位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三、税务技能大赛对教师、教学的启示 

（一）以赛促教 



理论探讨 

 170 

通过此次对大赛的指导，意识到，作为教师，要带动学生

将不同科目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财务会计》《税法》不是单

独的科目，授课中带动学生进行思考，阐述不同科目之间的联

系，比如说，自产的产品发给职工当福利，在税法上，视同销

售有销项税，在会计上要确认收入，因此会计分录就不难理解

了。自产的产品赠送给其他单位，在税法上，视同销售，有销

项税，在会计上，没有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不确认收入，会

计分录就不难理解。办税员开票环节，捐赠有销项税，有销售

额，但在会计上，就不能计入营业收入。 

（二）注重竞赛选手的选拔 

税务技能大赛毕竟是学生比赛，因此竞赛学生的综合素质

尤其重要，不仅是专业知识考量，逻辑思维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心理素质水平以及自学能力都是选拔选手要考虑的因素。

本次竞赛选手采取的是自愿报名的形式，学习能力和水平参差

不齐，增加了后续选拔环节的难度。在以后大赛选拔中，海选

对象应在班级成绩前 20 名同学中选拔，同时结合学生意愿。 

（三）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名师出高徒，学生取得良好的成绩离不开优秀的竞赛指导

团队，这就对竞赛教师指导团队提出了要求。指导团队要有良

好的协作精神，围绕核心分工协作；指导团队必须研读方案达

成共识在灌输给参赛学生团队必须制定详细的训练进度。竞赛

通常情况下，时间紧任务重。专任教师除担任日常教学工作外，

承担额外的大赛指导工作，因此团队合作尤其重要，指导老师

间分工合作，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相应的指导工作。大赛的综

合性较强，一名指导教师会因知识储备不足、时间不足而无法

完成指导；同时对指导教师评优、评职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让教师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大赛指导工作中来。 

（四）积极参加顶岗实践 

教师的专业程度决定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了促进竞赛的发

展，首先要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加强教师的培训，让教师对

大赛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与取得好成绩的兄弟院校教师进行

交流，学习参赛经验，最重要的是教师应亲临大赛，观看选手

的演讲和评委的提问、点评，并记录和总结自身的优缺点。当

前高职院校的教师多数都是出校门，进校门，无企业实践经验，

甚至连一张真实的凭证、一份账簿、一套报表都未完成，因此

在技能大赛的指导过程中，面对模拟真实的纳税申报界面，需

要从零学起。做为一线的教学老师，应积极参加企业顶岗实践，

增加实践经验的同时更好的指导日常教学。 

四、几点建议 

通过技能竞赛如何更好地促进教学改革，培养社会所需的

技能型人才，如何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学习。第一，以技能型名

师为抓手，以竞赛为载体培养出一支专业竞赛梯队。第二，把

竞赛内容结合课程技能标准考核，将重点和难点融合在教学当

中使学生更有学习兴趣。第三，继续开设《纳税申报》课程，

使得比赛内容让学生可以进行连续性教学。第四，培养学生当

中的“教练员”，使得传帮带的传承作用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第

五，完善奖励制度，对竞赛获奖学生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吸

引更多的学生乐意参与竞赛。第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不

同竞赛设置相应的制度，让学生根据竞赛的等级，获得相应的

成绩，在各项评优评先、入党方面给予倾斜。 

五、结语 

税务技能大赛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进一步推进税法宣

传，同时也有利于 

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一方面，可提高广大财税专业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学生们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也加

强了学生们的自学能力及会计实操技能，提高大学生自身的综

合能力，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用的人才创造平台，同时也促进教

师进行自我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贵.高职学生税务技能竞赛可持续发展研究.[J]科技教

育. 

2.黄静,余雅香.以赛促教——通过“福思特杯会计税务技能

大赛”对教学的反思.[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作者简介：王春娜，河南安阳人，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会计、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