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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创新研究

——以《会计综合实训》为例

胡艳芳 邓城藩

江西工程学院 江西 新余 338000
摘 要：现阶段社会发展十分迅速，因此单一化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产教融合教学模式的到来是一

种趋势，特别是对高校教学来说更是如此。高校紧跟时代步伐，在政府教育部门推动和学校的努力下，取得了不小的

成效。很多高校依托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将教学和实践紧密融合，为学生打造更加健全的教学，在这个过程中，要

更注重工作技能的训练，怎样培养出专业知识扎实、实践技能力强的高级技能人才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本文

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以《会计综合实训》课程为例，提出了一些教学创新方面的措施，以期对高校教学改革方面有

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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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society is developing very rapidly, so the single teaching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The arrival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 trend, especially for college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under the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education departments and the efforts of

schools, they have achieved great results. Rely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losely integrate teaching and practice to create a sounder teaching for students. In this process, the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work skills. How to cultivate senior skilled talents with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trong practical

skills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akes the course of Comprehensive Accounting Practical Training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of

teaching innova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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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主干课程应注重学科

与产业的融合，以培养服务社会发展、适应市场变化需求

的专业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社会在变化，企业和公司的运

行也在不断的改变，会计作为企业、公司等重要角色，一

定要不断的优化自身的能力，具有较强综合性，实践技能

性要求高等特点。会计专业学生在进入用人单位之前，为

增强他们处理会计事项的能力，符合用人单位需求，必须

对他们进行全面系统的会计综合实习训练[1]。理论上说，

经过会计综合实训后的学生，其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适应

工作岗位的时间应该大幅缩短。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发

现，他们当中很多人将课本知识运用于工作实践的能力很

差、处理会计事项严重能力不足，对于工作岗位职责要求

也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完全达不到会计综合实训课程的

课程目标和预期的教学效果。故而，根据实际中的情况，

基于产教融合的背景，就需要对这门课进行课程教学上的

创新改革。

1 会计综合实训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方法不当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教学手段还是

比较单一落后的，对开展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的力度

不够大。大多数教师年龄较大，很少采纳新的教学方式应

对学生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感受，缺少真实有效的

交流，教师知识一味地传授课本中的专业知识，情绪化教

学没有落实到实处，灌输式教学手段，落后的实训材料，

既没有去考虑学生在综合实训中的主体性，也没有对真实

的会计工作环境进行模拟，就很难使学生有较高的兴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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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去参加实训课程了，实训课程也流于走形式，并没

有对学生结合课本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有所提高，

因此越来越多的会计专业的学生不能完成工作任务。

1.2脱离实际，教学与实际会计工作脱节

会计是一门实际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实际操作技能是

会计专业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必备技能。然而在会计实训课

上，虽然实训课的教学内容设置了很多，然而真正能实用

的却不是很多。比如在教学中给学生练习的票据与真实的

票据就有很大差别，在实际的会计工作中，票据并不都是

规范的，这就要求财会人员必须认真仔细辨别并审核。但

在实训课教学中用的票据都是属于比较规范的，但在实训

课教学中，这些业务流程往往设置不全，导致学生不能有

效提高实际业务水平。此外在实训课中，并没有采取分类

去设置会计岗位，企业会计部门会分出纳、记账等不同岗

位，对应着各自不同的岗位职能。而在会计实训课教学中，

多数学校采用混设岗位，从而导致学生在以后的实际工作

中，工作技能不熟悉，适应岗位时间较长。

1.3教师对学生的考核监督力度不够

高校通常把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列为考查课，课程成绩

是由学生平时课堂表现与做账质量来作为评判的。实训课

的作业量很大，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只靠课堂上的时间

是不够完成的，因此大部分作业都是要放在课下来完成

的，这就给很多学生提供了互相抄袭作业的机会。教师无

法对所有学生的作业进行全部过程的监督与考核，导致了

部分学生作业含有“水分”，不能真实反映其实际能力。

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是学生理论知识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实

践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要求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理论，

依据课程规定和老师要求认真完成的会计实践操作课。若

由于考核监督力度不够，实训课程流于走过场，自然就达

不到实训课程的设置目的和课程目标。

2 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创新研究意义

2.1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质量的竞

争，众所周知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为社会的推

动提供了大批所需人才，聚集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但

同时也承担着为社会输送合格优秀人才的重要职责。特别

是会计工作，最为大多数企业的核心职位，对企业的长期

运行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企业的发展就代表着社会和国家

的发展，因此加快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提升高等教育的

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高校的教学创新

改革其一是伴随高等教育发展到现阶段，高校课程内容与

形式、教学模式与方法、学生评价机制等弊端已显露无疑，

从而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造成阻碍；其二是基于产教融

合的需要，高等教育体系需要与国家产业体系实行对接，

需以课程教学创新来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

2.2有助于提高教师实践能力，构建新的教学体系

在产教融合的理念下，教师一定要摆脱传统教学带来

的弊端，以学科的实践能力作为教学目标，能够更好的了

解企业相应工作岗位的流程和规范要求。同时将这些方面

成果又反馈到教学过程当中，教师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同时在教学创新改革中融进产教理念，可以构建新的教学

体系。在产教融合的模式下，高校可以与企业展开密切的

合作和互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推动课程设置与企业工

作岗位的对接，才能更好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在科技智

能技术迅速发展下，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就需要学校在实际教学中，对这些因素加以考量，并同

时根据企业用人的要求，积极创新改革教学模式，着力培

养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这样才能提升学生以后在岗位中

的竞争能力。

2.3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高校教育水平的大力发展，除了提升国际竞争地位和

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之外，还能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

展。基于产教融合的创新改革，改变了过去学校以教授理

论知识为主，变成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为

主，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技能，从而提升他们在人

才市场上的竞争力水平。同时高校在实行的思想品德培育

工作能帮助学生提高思想品质，有助于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2]。此外，产教融合下的教学创新，能够让学生将课本所

学的知识融入到实践教学中，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为以后参加工作奠定好的基础。因此，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教学创新改革，可以综合提高学生的理

论知识水平、专业技能水平、思想认知水平，促进学生全

面综合能力的提高[3]。

3 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创新改革措施

3.1优化课程设置，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的课程要根据当前经济的发展

和企业用人需求，开展完善的体系化建设。既要有系统的

理论课程，也要有完整的技能能和实践课，在培养学生全

面的理论知识水平外，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技能实践水平。

以会计综合实训课程为例，为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养成

认真仔细的工作习惯，结合企业财务人员在平时工作中的

真实情况，教师可以给学生使用不规范票据。以增加票据

的真实性，培养学生对票据的辨别能力和认真的工作习

惯，同时通过真实的模拟场景，增加学习的热情。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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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了提升学生对原始票据的熟悉度，在实训课教学中尽

量使用原始票据，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必须按照原始票据来

办理会计业务，从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减少以后适应工

作岗位的时间。此外，教师要对不同会计岗位的职责和任

务进行分解，将不同的工作任务对应分配到岗位中，由学

生去体会不同岗位的会计角色，轮岗实训，从而弄清楚不

同岗位的职责和工作内容，熟悉相应的岗位职责要求，为

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提前铺垫好条件。所以说，产教融合下

的课程设置，既需要锻炼学生的实践技能，也要培养学生

优秀职业素质和以后的发展潜力。课程体系改革要确保理

论、技能和实践各个层面的科学完善发展[4]。

3.2转变教学理念，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与过程

在产教融合理念下，高校的教学也需进行创新改革。

教师必须转变自己的教学理念，在课堂中要改变以往的以

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课堂角色要转变，课堂的主动性要

以学生为主。以学生的自我学习、讨论、思辨为主要手段，

教师只是指导者。具体执行来说，比如可以分小组来进行

教学。每个学习小组可推选出一名小组长，由组长来负责

发布任务，组员在做完自己的任务后，组长需要指定相应

的组员负责讲解。当然教师和其他学生可提问、质疑等，

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负责讲解的小组可以及时发现自己

的错误，并同步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表达能力，而这些都是

对个人的全面发展非常有帮助的能力。通过这样的实践，

与传统课堂比较，创新后的课堂学生表现活跃，学习能力

和效果提升明显。以会计综合实训课为例，在转变了角色，

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后，在课程学生都很积极踊跃，带着对

实践的好奇和求知，结合教材理论知识，而实训课程也就

能很好地达到课程目标和预期教学效果[5]。

3.3与时俱进，改良教学环境

随着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当前产教融合的背景

下，社会和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的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要求

越来越高。但在高校内部，依然存在着教学环境简陋、条

件落后、缺乏现代化器材设备等情况。因此，为满足学生

学习要求和企业的用人需求，学校就需要积极改善教学环

境，建立模拟实验室等，以满足不断提高的用人市场需求。

以会计综合实训课为例，随着网络与技术发展，会计已基

本实现电算化，所以高校需要与时俱进，引进相关软件技

术，利用网络的高效精确，将学生手工操作与软件计算结

合起来，让学生提前了解真实环境中的工作场景。另外学

生能够模拟实际的工作环境，完成整套会计事项的处理程

序，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从而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就

能尽快适应，提升个人竞争力。出来这些，企业的财务会

计部门也是一个综合部门，会计人员既要懂得企业的生产

销售情况，还要与采购、生产、销售等不同部门打交道，

这对财务会计人员提出了很高要求。而高校的学生基本从

中学毕业进入高校的，他们对企业不了解，甚至缺乏基本

感性认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都很陌生。而会计实训课

程要想达到学习效果，首先就需要学生尽快熟悉企业的基

本情况和运作流程，将实训课与模拟实验室有机结合，从

而达到综合实训课程的效果，提升学生实践技能和职业能

力[6]。

3.4注重实践技能，采用多元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教学创新，其课程考核评价体

系要体现多元和丰富的一面。首先对学生要形成全面性评

价，对于一门课程的学习，不仅要考察学生对课本知识的

掌握、实际操作能力，还要考察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解

决问题能力等，对学生的这些综合素养要在课程中进行有

意识锻炼，并进而做出全面的评价。其次要建立多元化评

价，学生由于家庭、性格等各方面的不同，在完成同一项

课程任务时所表现的状态也会不同，因此在面对学生课程

作业时要有一定弹性和区分，确保在学科理论知识、实践

操作方面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对学生做出多元化同时

又是客观的多元评价。最后还可以在课程中进行动态评

价，教师可以通过在线答疑等方式在学生完成课程作业的

过程中，及时的进行点评，让学生进行自我学习改进。以

会计综合实训课程为例，在评定实训课程成绩时，应全面

综合考察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如责任意识、团队意识、账

务核算能力、软件应用能力等。实训的学期成绩要注重平

时过程的考核，对于学生上交的作业，教师不容易控制的

部分，如手工做账，可以要求学生写自评报告或者小组互

评，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使实训课成绩能真实反映学生

情况，有利于教师教学的调整和改进[7]。

4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产教融合的课程教学创新是高校深化

改革的必经之路，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社会和学校共同

努力，以培养符合企业岗位需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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