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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财务管理的实训课程建设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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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文理学院甘肃省 兰州 730010） 

摘要：互联网时代是具有挑战和创新的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给社会各个领域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本文重
点关注到财务管理领域，由于社会模式的变化，也使得财务管理模式更迭换代，现今的财务管理领域急需转型，众多高校不断探索
实训课程的内容创新。培养好高校学子的能力水平，提高学生的实训能力，务必要结合互联网打造完善的教育网络，建立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以跟上社会变革，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使得学生成为高效性、复合型新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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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era is an era of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brought no small challenges to all fields of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ue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model,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model has also changed. Today's financial management field is in urgent need of transformatio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content innovation of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training ability, 
we must build a perfect education network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and establish a curriculum system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so as to keep up 
with social changes,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make students become efficient and compound emerg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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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提升，使得一些高端技术涌入

各个领域，就比如：云计算、人工智能、AI 等技术，这些技术和科
技手段的成熟也进一步改变了原有传统的教育体系。同时，新兴技
术的兴起，也使得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相应的转变，高校为
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前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在校的教学就
应该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实训课程中来。财务管理和企业实训紧密
结合，互联网的升级，使得企业管理也发生变化。对此，学校应该
抓住市场的需求，结合企业的变革俩培养学生的实训能力。 

根据调查不难发现，传统的实训课程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通
常情况下，学校只会针对财务知识本身来进行训练和引导，使得财
务管理的实训课程缺乏针对性，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让学
生缺乏分析财务信息和价值的能力。因此，为了培养学生的实操能
力，让学生能够适应时代更迭的挑战，教师必须要创新实操课程的
内容，将信息化技术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来，探索教学方式创新，使
得实训课程的内容包罗万象，多方面引导学生提高自身的能力，让
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复合型、新兴人才。 

一、高校财务管理的实训课程建设的不足之处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高校财务管理实训课程的教学模式
已经不再使用与社会的需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所需和所求不匹配
的原因，互联网技术的融入和创新并非易事，需要教师和学校的双
重把控和努力，克服传统教育的不足，创设更加合理的教学模式。 

首先，学校和教师的重视程度不够。根据调查不难发现，现今
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众多，毕业生的规模也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并且
还在持续增长当中。庞大的财务管理专业，使得教师难免把控不当
教学的创新，在大数据时代，稍有不慎就会使得学生的能力不足，
不被社会所需要[1]。因此，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教师和学校必
须要提高重视，转变传统的教学思路，从教材中跳脱出来，融入多
样的教学手段，使得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不再充当教育过程中
的主流，让学生的实操课程逐步增加，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次，课程的内容形式单一，缺乏挑战性。现阶段教学内容，还是
采用教材为主的教学模式，所教育的对象的学习态度不端正，部分
学生甚至出现早退的现象。由于财务就业方向广，使得原本没有兴
趣的学生也茫然的进入到财务专业学习，这就使得财务教学气氛不
佳。再加上教育形式机械化，也就造成了学生的能力不足。同时，
实训课程的场景固定，缺乏新意，使得实训课程沦为走过场，过于
简单的流程使得部分学生产生“眼高手低”的心理，然后在学生进
入社会的时候，呈现能力不足的现象。最后，多种学科知识交叉，
导致教学混乱。互联网的融入并不是简单的引入，而是需要长远的
思考和实践，但是现今的教学内容融合现象比较混乱，不仅互联网
的信息技术融合浓度不足，并且财务管理知识的管理范围也比较
小。同时由于优秀的师资力量储备不足，也对学生的能力提升造成
一定的影响，因此，学校不仅要打造建设优秀的师资队伍，还应该

拓展基础教学设备建设，给财务管理实操课程提供更多的选择，为
学生能力提升做保障。 

二、财务管理的实训课程建设与探讨的必要性 

根据分析不难发现，信息技术的融入是提高学生能力的必然一
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财务管理专业必须要融入新兴技术，
才能保证学生的能力与社会的需求相匹配。那么，财务管理的实训
课程融入互联网技术的必然性具体表现如下。 

1.互联网发展支撑着财务管理实训课程的革新[2]。可以说互联
网本身就是一味助推剂。互联网时代额到来对于社会各个阶层都带
来了不小的调整。一方面互联网的融入，可以精细财务管理实训课
程的内容，在传统的教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教师都是采用相对传
统的教学方式模拟企业管理的，但是单纯的讲授或者模拟以及落伍
与社会的变革，只有融入了新兴互联网技术，才能使得学生提高自
身的能力，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财务作出精确的判读。另一面，
互联网的纳入，使得财务管理透明化，也使得企业管理安全系数增
加，让学生的发展与社会企业的要求相适应。2.开放的教育资源能
够支持优质的实训课程建设。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的助推之下，
使得教育资源得到了优质的开发，在传统的教学中，由于部分学校
经费不够，使得学校的教学资源落后，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下，增加
了高校之间教育的交流，学生可以利用一些平台，比如：慕课 APP
等，在线上学习其他优秀学校的课程。同时为了使得高校人才的培
养能够直接输送给社会企业，高校通过互联网的融入，创新实训课
程的项目，就比如：“VBSE 跨专业虚拟仿真综合实训”等，使得学
校专业可以采用跨专业、仿真的概念，去进行创新教育，以提高学
生的综合实力。由此不难看出，互联网的融入，使得各大高校的资
源得到流通，让各大高校能够不断的革新资源，优化实训课程配置，
使得教育效益最大化。3.有利于推动财务共享。这也就是说，在互
联网时代之下，使得财务实训工作逐渐升级，再加上校企联合之下，
多方面管理和实训课程的创新，让学生的能力和实操能力得到增
强，根据《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得出，各大企业的技术人员，必须
要遵循融合性原则，财务管理人员必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实
现财务共享的统一[3]。 

随着信息技术的完善，使得财务领域得到了发展，为了培养更
加优质的人才，使得高校学子的能力适应企业的需求，教师和学校
必须要创新教学方式和内容，使得学生能够加强自身业务能力，通
过参与前瞻性强的实训课程而提前适应财务管理事宜。 

三、互联网背景下财务管理实训课程建设的创新 

（一）整合教学内容，融入互联网推动创新教育 
在组织学生进入实训课程之前，教师可以将信息化技术融入到

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在全新的教学内容之下，适应创新、创业教
育。就比如说，教师可以借助西方先进的教育体系，从教材到对社
会实际需求的把控上，都按照新型的教学模式去进行教育，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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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障学生的实操能力，教师可以利用线上线下教育将结合的模
式。具体来说，就是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同时由于高校学生的课余
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在正式教学之前，教师就可以要求学生利
用课下时间去慕课平台上观看教师指定的视频，提前学习课堂所需
要学习的内容，对实操内容进行初步的把控，然后在正式上课时，
主要以提问和实操为主，让学生进行小组互动讨论，首先进行交流
去解决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然后在进行汇总提问，将一些质疑的
点向教师求助，再由教师统一进行指导。在系统的理论知识问题讲
解之后，然后教师就可以指引学生进行实际操作，通过引入一些实
际的案例，鼓励学生去着手解决[4]。就比如说一些案例和内容可以
围绕着上市公司进行讨论。基于资金价值和风险的计算，去评估该
企业的资本市场筹资决策和一些项目投资问题，通过这样的教学模
式，不仅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学习内容，也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际
操作能力。例如，在教学筹集资方式决策上，教材设计的知识点仅
仅是银行贷款、发票等方式，然后在现今的互联网时代，筹集资金
的方式已经发生了转换，就比如说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或
者众筹的方式进行筹措资金，一些新型的融资形式在教材上并没有
得到拓展，因此，教师必须要通过信息化的教学设备，向学生讲清
楚一些课本上没有的知识点，使得教学跟上时代的变革，以提高学
生的适应能力。作为财务管理的教师，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和对于现今时代发展的敏锐度，为学生带来更加合适科学的教育。 

（二）创新教学形式，构建互联网互动智慧课堂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现今的课堂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随着社

会的发展，教育部分要求教师要发展以学生为主的教育，也就是说，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在传统的教学中，主要还是
有教师的统一讲述来完成的，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在短时间之内
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是在这样长期的教学之下并不能激发学生的能
力提升。因此，教师必须要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就比如说，教师
可以积极优化教学的形式，通过各种各样的软件开发，去选择适应
班级学生能力的平台，打造移动智慧课堂，让学生能够在课下利用
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先进的财务知识文化。同时在正式教学的课堂

之上，教师将更多的时间由学生进行讨论和实际操作，通过大规模
的讨论、研究和实操教学能够营造和谐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的能
力和技术都得到相应的发展。 

（三） 构建信息平台，实行互联网数据管理模式 
与传统教学课程相比较，教师无法实时追踪到学生对于课堂知

识的掌握情况，再加上高校教学模式的转变，使得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互动仅仅局限于课堂中，这样的模式不利于师生关系的构建。因
此，教师利用互联网进行教育，构建相关的智能平台，对于学生的
问题和不理解的点进行补充讲解，数据化的管理方法，有利于学生
学习的高效完成，也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方便教师做
出及时的调整。在互联网时代之下，教师不用在使用书面作业来约
束学生的学习了，可以通过一些平台，轻松地督促学生学习，补充
课堂来不及将的知识点，推动了教学的进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除此之外，
互联网技术还能用于各个教学环节，让学生能够通过在线问答的方
式来进行检测，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问答来收集学生的建议，以不
断优化教学的内容，使得学生的能力和经验逐渐增加。 

结语：综上所述，在互联网背景之下，高校财务管理实训课程
创新刻不容缓，教师必须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层次以及企业所需来
变革教学内容和方式，使得技术创新理念烙印在每一位财务学子的
心上。因此，教师必须克服在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培养好学
生的实操课程，将信息技术融入到财务管理中来，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实训能力，也有利于赋予学生时代的内涵，使得学生能够更加游
刃有余地进入社会，在财务领域发光发热。由此，教师必须提高重
视，学校拓展财务实训课程的规模，使得高校财务管理实训课程更
能符合社会综合实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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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自由”。 
3.教师和学生的比例方面 
由于受应试教育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校往往体育教师的

人员编制被其他学科的教师占用，从而导致以下问题的产生：①学
校有体育课课表，但没有体育课的形式，体育课往往被其他课老师
“借”用。②学校有体育课，也有体育课的形式，但体育教师成为
上课的机器（每周近十六七节课），根本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
训练和研究。③学校有体育课，也有体育课的形式，但上课学生人
数太多（往往六七十人，甚至七八十人的也有），也使得课的科学
性、趣味性、安全性等难以得到保证。 

三、几点对策 

1.转变教育观念，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体育教学指导思想。 
把体育教学从传统的 “注入式，填鸭式”为中心转向以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锻炼，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为中心“自
主式”。 

2.把选用教材的权力划归给各个地方专门的研究机构，这样既
可以解决体育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和灵活性问题，又可以保证体育教
学内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1）在新修订的课程标准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给体育教师
提供不同形式的教学大纲，供教师参考和选用。 

（2）建立专门的机构来检验教师新开发的课程资源的科学性
和实用性。避免无依据、不科学的教学内容进入教学环节。 

（3）合理选配教材与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教师应注意所选教
材的科学性、基础性、全面性。注意不同教学内容对学生各方面发
展的影响。 

3.在体育课程标准再进行修订时，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加强对教法的指导，强调对学法的研究，举出科学的教

法和学法案例； 

（2）分清“应该提倡加强的方法”与“应该为主的方法”的
界限； 

（3）说明各个新型教学方法的使用年级、使用时机、使用教
材范围、使用限度等。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与素养。 
教师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学校应经常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新

的教育、教学、管理理念，让体育教师得到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武
装。 

四、结语 

体育新课程从实验到如今的全面推广，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却是
空前的，当然其中遇到困难和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把学
生从被动注意引导向主动注意；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利用多种教
学手段，善于把学生从对直接感兴趣的学习动机，引导到间接动机
上来；科学的发展和引导学生的个性，处理好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
的关系；突破传统授课模式，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尚
需长期的探索，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体育教育事业，我们必须不断
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完善和发展体育课
程改革，否则只会使体育课程改革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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