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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普通专升本”是我国于 1900 年开始实施的一项重

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该模式开辟了一种新的升学途径。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之受疫情影响，国家教育部

在 2020 年提出了扩大硕士研究生和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

规模的政策，以缓解当前疫情对于就业冲击，就长期来

看也将有助于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但随着“普通专升

本”招生和录取政策等方面的变化，“普通专升本”生源

背景复杂化，普通本科的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实施不

同于普通本科的差异化教学，实现因材施教成为了当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杜小红，2010）。因材施教的中心点是

“材”，教育教学的中心的应该是“学生”，施教应从充

分了解学生的具体学情开始。王晓娟（2019）认为，学

生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学情分析的重要性，学习起点的定

位依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学习目标的设置依据学

生的未知和能知，学生的认知风格、学习方法、学习习

惯影响教育的成败。田春（2017）也通过其研究发现，

实践教学未能实现因材施教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教师虽

意识到尊重学生差异的重要性和学情分析的必要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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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中并未开展有效的学情分析。

对复杂学情的调查与分析是“普通专升本”本科专

业课教学的必要环节，也是探索适合的“普通专升本”

教学模式的起点。本文将展开对“普通专升本”本科专

业课《中级财务会计》的学情调查，基于学情调查结果

提出对应的教学思考，为探索适合“普通专升本”本科

专业课的教学模式提供改革思路。

一、学情调查设计

以广东省某民办高校会计学院修读《中级财务会

计》课程的三个专业（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

的“普通专升本”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问卷围绕学

生的专业背景、学习目的、学习基础、学习困难、对

《中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的建议等方面设置了共 8 个问

题项，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共 334 份。

二、学情调查结果分析

1. 专本专业跨度大、专业对口率低

调查数据显示（如图 1 所示）：从专业跨度来看，

334 个“普通专升本”学生来自 70 个不同的专科，横跨

了财经、电子信息、土建、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 16

大类专业，专业跨度大。专科属于财经大类专业（包

括财务会计类、财政金融类、工商管理类、经济贸易

类、以及市场营销类共 5 类专业）的人数有 249 人（占

比 74.55%）， 其 他 15 大 类 专 业 的 人 数 为 85 人（占 比 为

25.45%），跨专业人数较多。

从专本专业对口衔接来看，专科专业的财务经大类

中的财务会计类专业（包括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

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信息管理）与其本科专业（会计

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的衔接吻合度最高。专科专业

属于财经大类的 249 名（占比 74.55%）同学中，财务会

计类专业的同学有 187 人（占比 55.99%），也就是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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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对口率仅为 55.99%，专业对口率低。财务会计

类专业的专业性较强，其专业课的层次明显，高层次的

专业课对基础的要求高。在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中级财

务会计》的学习中，对于同学们的会计基础要求较高。

55.99% 的专业对口率，意味着将有 44.01% 的学生很可能

存在学习困难。

2. 本科专业课的学习基础参差不齐

对于问题“本科之前是否学习过《基础会计》等基

础类课程？”的回答结果显示（如表 1 所示）：从有无基

础角度来，334 名同学中，有会计基础的同学有 279 名

（占比 83.54%），仅有 55 人（16.47%）没有会计基础，可

以看出“普通专升本”学生普遍具备一定的本科专业课

学习基础。但是，细看调查数据发现，通过系统课程学

习，基础知识掌握较好的基础扎实者仅有 41 人（占比

12.28%），基础知识掌握一般的有 181 人（占比 54.19%）；

通过自学习得基础知识的有 57 人（占比 17.07%），刘静

（2010）研究发现，缺乏良好的自学能力，自学效果不

高，是地方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自学习得的基

础知识的扎实程度会相应打上一定的折扣；有 55 人（占

比 16.47%）的会计基础是处于空白状态的。由此可以看

出，“普通专升本”学生中，专业基础扎实者、专业基础

一般者、专业基础知识较差者、专业基础知识空白者同

时存在，本科专业课的学习基础呈参差不齐。

3. 本科专业课学习普遍存在困难

对于问题“学习《中级财务会计》吃力吗？”的回

答结果显示（如表 2 所示）：334 名同学中，280 人（占

比 83.83%）学习感觉吃力，其中，118 人（占比 35.33%）

的感觉到非常吃力，162 人（占比 48.5%）感觉到一般吃

力；仅有 54 人（占比 16.16%）胜任专业课的学习，其

中，感觉学习较为轻松的有 9 人（2.69%）。可以看出，

在专业核心课程《中级财务会计》的学习中，“普通专升

本”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困难。同时，83.54% 的同学具有

有会计基础知识，但仍有 83.83% 的同学感觉学习吃力，

反映出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在专科阶段系

统课程学习还是自学习得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难以支

撑其在本科阶段更高层次的专业课程学习，这也是教师

教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 本科学习目标清晰且明确

对于问题“本科阶段学习的目的或目标是什么？”的

回答结果显示（如表3所示）：334名同学中，275人（占

比82.34%） 学 习 目 标 明 确 且 清 晰， 其 中，96人（占 比

28.74%）以继续深造为目标（如：考研、出国留学等），

225人（占比67.37%）以掌握专业知识、寻得理想工作为

目标，164人（占比49.1%）以获取学历提升为目标，17

人（占比5.09%）有其他目标（主要是考取公务员等）；

59人（占比17.66）尚未明确学习目标。可以看出，“普通

专升本”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目标明确且清晰，清晰且

明确的学习目标将有助于其规划本科阶段的学习，也将成

为其克服跨专业，基础不扎实等学习困难的内在驱动力。

三、“普通专升本”本科专业课的教学思考

1. 开设专业基础选修课，缩减“知识距离”

大部分“普通专升本”学生是依据自身的学习兴趣

和基础选择本科专业，但也有部分同学是无奈之选或家

人帮选，加上学校招生时对于“相关专业”把关不严，

导致了“普通专升本”学生专业背景复杂化。“普通专

升本”学生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认知能力等方面存

在着较大差异。江英（2016）将专业差异、知识结构与

水平差异、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差异定义为”知识距离

“。而学生之间的知识距离会影响教学过程中的知识流

动（陈烨；金蕾，2021）。加上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在办

学层次、教学目标、教学手段等方面亦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定程度增大了学生克服知识距离的难度，加剧了专本

衔接不畅。而教师在专本衔接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管理

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或不当，都将影响专本衔接的

教学效果（吴江，2013）。

面向专业背景复杂的“普通专升本”学生教学，关

键问题是如何开展教学实践，以帮助学生缩减知识差距，

平稳过渡到本科专业学习。在“普通专升本”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教学计划安排、教材选择等方面要充分考

虑“普通专升本”学生复杂的专业背景，采用适用于复

杂学情的教学模式，如开设一些填平补齐的选修课课程，

供同学们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修读，跨专业的同学可以选

修专业基础课填平知识距离、补齐专业知识。

2. 因材施教，开展差异化教学

面向本科专业课学习基础知识参差不齐的“普通

专升本”学生作开展教学实践，关键是开展高异质性的

教学，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传统的“一刀切”、“满堂

灌”教学模式是无法适用的。教育改革背景下，一种充

分体现学生作为课堂教学主体和因材施教教学理念的新

型教学策略应运而生，即：差异化教学（邵京，2021）。

面对学生专业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教师在同一门课程

教学设计上应体现出层次感，设置差异化的教学目标（邓

秋霞；王元俊，2021）。王新凤（2021）研究发现，分层

教学是因材施教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有助于对学生实行

个性化的教学，提升教学的效果。同时，唐云婷（2021）

研究发现，混合模式教学可以解决生源差异性导致的基础

参差不齐、甚至是教学内容不契合学生本身的问题。

面对基础知识参差不齐的“普通专升本”学生的教

学，开展“以学生为中心，层次化教学”的教学改革是

解决问题之道。在教学实践中，应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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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针对性地制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

学方式方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法：课前线上补

习会计基础内容、课中线下重点讲授各个层次学生都应

掌握的内容、课后线上拓展学习难度大的综合性内容，

最大限度兼顾学生不同学习需求，促使大多数学生能够

在原有基础上获得较大进步。

3. 持续改进教学方法，助力学生克服学习困难

解决“普通专升本”学生学习普遍存在困难的问题，

需追至其根源。通过调查和谈话发现学生学习吃力的原

因有二：其一，是学生升读本科后，未能及时调整心态、

不能很好适应本科阶段教学模式。其二，是课堂讲授难

以满足不同基础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加上课程节奏紧

凑、难度大，学生上课积极性受挫，知识吸收消化不良。

孙媛媛（2021）研究发现，多数大学生在一段时间的学

习和探索后，是能够逐渐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环境，

并调整好学习心态的。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教师引导学

生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张晓俊，2015）。教

师的教学策略、教学内容等应因材施教，适应学生的差

异（卢凝；孙玲，2021）。

面对本科专业课学习普遍存在困难“普通专升本”

学生的课堂教学，教师除了引导学生从内部驱动克服学

习困难，帮助学生调整好学习心态，较快适应本科模式

外。还需要制定针对“普通专升本”学生的有效教学策

略，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持续改进教学理念

和方法，形成一套适合“普通专升本”学生的教学模式，

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学习困难。

4. 进行逆向教学设计，实现教学相长

“普通专生本”学生学习目标清晰且明确，而明确

具体的目标本身就具有强而有力的驱动力（谢晓萍；郑

东升；任冬梅，2011）。有助于激发其潜在的坚韧意志和

强劲动力，克服对努力、辛苦、劳累、费时、费心等的

抵触心理（李红民；步怀宇等，2021），有助于激发其的

内在驱动力，并促使其向深层学习方式转变（韩婷芷，

2021），进而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实现学习目标。逆

向教学设计是基于明确的学习目标、聚焦学生理解的一

种高效的教学设计（徐小媖；刘映良等，2021）。郭泽芸

（2018）研究发现，使用逆向教学设计模式教学的班级成

绩远高于采用非逆向教学设计模式教学的班级。

在面对学习目标清晰且明确的“普通专生本”学生

的本科专业课教学中，教师可把学生的学习目标作为方

向指引确定教学目标，进行逆向教学设计，开展教学实

践，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学习动力，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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