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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基础会计”教学是以让学生在兴趣中学的原则为着眼点,通过轻松愉快的教学方式,运用6种教学技巧,努
力使“教”“学”“做”完美统一。在教学中,从“实战”出发,为“战”而练,提高教学实操性。通过“实战”教学,
逐步历练学生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的“实战”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

【 关键词 】　“实战”能力;兴趣与模拟;创新与创业

DOI:10.18686/jyyxx.v2i12.39326

　　常言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基础会计”就是这样

一门会计专业的 “累土”学 科,是 会 计 专 业 的 “九 层 之

台”———“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课程筑基固

本。作为基础学科,它又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如果

学不好,后期的会计专业学习将举步维艰,后面的“九层之

台”将会是海市蜃楼,子虚乌有。基于此,会计专业的“实
战”能力培养其势已如箭在弦,若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传道

授业解惑者”,探索、探求自是情之所需,理之必然。

1　“实战”———用观念来逐步改变目前令人忧虑的
现状

会计的传统教学,教师往往以教科书为依据,实施传

统的“填鸭”似的“满堂灌”。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本领很

难得到锻炼。例如,例题中较少使用与交易相关的原始凭

证作为依据,一般只是简单的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

文字表述。同时在教学中为了方便也较少使用原始记账

凭证和会计账簿,大多情况下以会计分录和丁字账替代。
这种教学模式或许学生会熟练掌握会计分录及会计报表

的编制方法,但对于相关商业逻辑以及如何解决现实日益

复杂的商业活动的会计处理就会捉襟见肘。长此以往,学
生的“惑”虽已“从师”,但还是会“终不解矣”,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大力倡导“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

把“教”“学”“做”是做成一件事,不是三件事,那是一个真

正的为师为教者在教学之中的孜孜以求一个至高境界。
我在“基础会计”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就是要努力体现:在
“教”中学,在“学”中做,在“做”中教。“做”就是“实战”,有
了“实战”这样的终极目的,才能够有与之相适应的各种

“实战”步骤,才能通过一系列的“实战”演练,在“血”与
“火”洗礼中,使我们的学生锻炼出“钢筋铁骨”,在未来这

个战场上成为永不言败的钢铁战士。

2　“临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能力培养
所谓“临战”,就是时刻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并将其贯

穿于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之中。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的:
第一,重视“做”。在讲授《工业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

过程核算》中,注重专业知识的实战演练,把理论知识与实

践业务相衔接,将教学内容分解多个特色模块,让学生课

前充分预习,在课堂上分组探讨、认真解析相关的业务账

户处理内容。在教学模式上较多采用以实践性、教学项目

教学等形式,并注意与多媒体及信息化教学方式相结合。
第二,培养“学”。通过校内外模拟实习,重视会计基

础理论实践操作。
第三,提高“技”。基础会计是一门可操作性强的专

业,如在讲授会计凭证填制中,注重模拟技能实习,引导学

生填制正确原始凭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
第四,实践教学中,加强对“创新”与“创业”人才的培

养众所周知,中职教育对学生进行技术能力的培养是根

本。如果在注重能力培养的同时,着意加强对“创新”与
“创业”人才的培养,自然是锦上添花。所以,我在教学伊

始就把“创新”“创业”教育有意识地融入会计学专业的教

学过程当中,使学生在创新创业的认知阶段,就逐步培养

学生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意识。比如,请回我校创业

有成的往届毕业生纪丽威同学给同学们进行生动、具体的

演讲,收效甚佳。纪丽威毕业后,从平常做起,在山庄打

工。她在踏实刻苦工作的同时,不甘落寞、勇于进取,最后

从一个山庄打工者,华丽转身成为那里的一个山庄自创

者。宝剑锋从磨砺出,历经八年,她由“丑小鸭”转变为“白
天鹅”。我把她创业成功的故事作为典型案例给同学们分

享,同学们感受到了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与坎

坷,也明白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中要勇于拼搏、不惧苦难、敢
于进取、勇于突破,从而把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融入教学

之中。这样,在使学生在获得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能

够对企业运营管理形成一定认知,良好的“创新”“创业”思
想教育水到渠成。归纳起来,具体做法有:①邀请创业典

型。通过邀请成功企业家及创业成功者返校宣讲,分享其

创业路上的经验与心得,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抱负,树
立人生目标,主动积极进取,敢于干事创业。②会计学专

业“创新”“创业”模拟课程。在模拟阶段,学生通过学习会

计专业课程,掌握会计科目相关理论知识,以相关创业项

目作为载体,灵活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模拟进行

相关会计操作,开展模拟创业活动演练。其中,小组合作

模拟创业、专业课程实训等活动通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逐步完成模拟演练中的各项任务,使同学对会计专业知识

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认知,也使其经营决策能力与实践

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③会计学专业“创新”“创
业”实践课程。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培训是检验学生相关专

业知识掌握程度的利器,是会计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验

收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3　“实战”原则———灵活机动,因机而异

“实战”训练的原则,绝不能墨守成规、照抄照搬,而必

须是见机行事,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具体在教学中的体

现的原则是:愉悦、快乐的教与学,让学生在兴趣中思索与

领会,在危机意识中苦练,在“实战”训练中提高。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兴趣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

动机和创新欲望,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有趣的课堂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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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对接老师的传授。专业课程教学中,我常在教学中

千方百计找一些窍门。例如,借贷记账法下的记账规则为

便于初学者理解,提高其学习兴趣,编写了这样的口诀:
“借增贷减是资产,权益和它正相反;成本资产总相同,细
细记牢莫弄乱”。曾经有一个学生用“四季歌”的曲调在课

堂上演唱这口诀,学生学习兴趣大增,教学效果不言而喻。
掌握会计核算的借贷关系,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中职教

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以研促教活动,科研带

动教学,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最终,我校荣获“十一五”学
生心理品质素养研究的课题国家级“一等奖”。

4　“实战”方法———有取有舍,创新求变

4.1　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它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知识。例如,在讲授

“银行存款”账户核算时,制作银行工作人员办理存、取业

务卡通视频,让学生直观了解存折上资金的增减变化,了
解业务账户处理过程,启发学生归纳总结银行存款业务会

计分录编制。这样,将传统的启发式教学灵活地运用到教

学当中,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其应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2　开发“学习袋”
“学习袋”是对专业课程教学计划的补充和完善。例

如,在讲解“企业销售业务核算”时,“学习袋”中给出影响

企业销售收入因素,逐步引领学生自身主动思考、探索、研
究,教师扮演答疑解惑的角色,引领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

转为主动探索式学习,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变,教师的

角色也是由“被动传授”转变为“主动引导”。

4.3　案例教学

相对于“填鸭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应用案例

教学法,通过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主动在案例中探索求

知,培养其自身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掌握知识

的内生动力。例如,在课堂上学习财务报告编制时,让学

生到企业财务科实习,观察与思考:企业财务报告如何编

制? 影响企业财务报告的因素? 对外报送报告部门有哪

些? 并鼓励学生去尝试和探索,看看学生是否能运用所学

的知识帮助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将理论知识

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使学生学以致用,其实用性、可操作

性突出,毫无疑问,可适用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4.4　因材施教

在教学方式上,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可以有针对

性的布置相关作业,或在课堂上进行针对性地提问。在课堂

上多多利用启发式教学与鼓励式教学,逐步培养学生自主思

考与知识自信,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真正使学生学有所得。

4.5　“翻转课堂”
也可称为“颠倒课堂”。通过教学模式的创新,让同学

们提前通过录制的视频预习课堂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主

要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来进一步

巩固与完善教学成果,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这种教学

方式建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探索专

业知识学习的热情,避免枯燥的专业课学习。

4.6　图示法

利用每个章节思维导图与实物图示,直观企业会计业

务账务处理。让学生真正在学习中,通过观察了解企业的

资金运动变化,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热
爱与喜欢会计工作。

图1　思维导图

图2　实物图示

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教师,结合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等

特点,采取启发式教学法、翻转课堂教学法、图式教学法等

方法,强化“实战”意识,因材施教,学生的能力与素质明显

提升,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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