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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职审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还不能完全适应。

在高职审计专业中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标准、教材开发、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可以使高职审计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更能满足企业需求。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 

“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
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将促进行业、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
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高职审计专业理论性较强、实践能力要
求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形式单一，教学模式不能满足技能型
人才培养要求。因此在审计专业中推动建立现代学徒制，推动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主动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全面提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能力与水平。 

一、当前高职审计专业人才培养遇困境 
（1）专业定位不清晰 
审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会计专业区分度不高，会计类

课程占很高的比例，专业特色不突出，导致专业定位不清晰，人
才培养目标与社会用人单位要求相脱节。进而影响审计专业招生
规模、生源质量和专业发展。教学主体的单一化也决定了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这个短板。 

（2）课程体系设计不合理 
高职审计专业课程设置大多与会计专业类似，审计专业的职

业资格内容纳入课程，但重视不足，学生还是以考取会计专业的
相关证书为主；选修课程数量少，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需要。在
教学实施过程中理论课程过多，实践课程偏少。 

（3）师资队伍的“双师”水平不高 
高职院校审计专业的教师往往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缺乏工作

经验。同时，青年教师欠缺职业发展机制。 
（4）教学条件亟待完善 
高职审计专业实训室建设未得到应有重视，设施先进、高度

仿真的审计特色实训室数量甚少；校外实习基地总体稳定性不
高，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处于初级阶段，
教育信息化水平不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运用不充
分。 

二、现代学徒制在高职审计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优势 
在高职审计专业中实施现代学徒制，在人才培养中，校企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使人才培养目标更能满足企业需求。在课
程体系上，企业深度参与课程标准制定，教材开发、课程设置、
实习实训等方面，企业的参与将使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作，
案例的真实性大大提升，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师资
队伍上，师资队伍的双元途径，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相互借鉴、
相互学习，可以有效提升师资队伍的“双师”水平。 

三、当前高职审计专业实施现代学徒制存在的问题 
（1）政策保障力度不足。目前我国在推进校企合作、现代

学徒制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政策保障及激励措施。企业参与学徒制
人才培养，需要付出很大的物力、人力，如果没有政策保障与相
应的扶持政策，将极大影响现代学徒制的推广。 

（2）企业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足。在许多院校，现代学
徒制的人才培养往往停留在协议中，许多内容没有得到有效落
实，企业没有参与到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 

（3）审计岗位的保密性。审计岗位接触的是企业核心的数
据及商业秘密, 出于保密需求，企业往往不愿意与学校尤其是学
生共享审计业务的相关资料。 

（4）审计就业岗位的分散性。从需求角度看，高职审计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一般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即使使会计师事务
所对高职毕业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就业问题也是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高职审计专业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路径 
（1）增强政策的保障力度。 
一方面，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支持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

的企业，如可将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相关经费列入职工培训经
费在税前扣除。另一方面，增加对职业院校的专项拨款，用于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可根据学徒人数、课程数量、就业质量等标
准拨款。 

（2）校企共建课程体系。在校企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
审计专业的核心工作岗位及能力要求，进而确定课程体系，课程
体系应以培养能力为本位，以提升素质为基础，以满足企业需求
和学生发展为目标。课程体系确定后，校企应合作开发适应现代
学徒制的教材，按职业岗位的需要和职业能力的要求，并结合职
业资格考试组织教材内容，并通过典型案例的设计，引入必需的
理论知识，增加实践训练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
同时，校企共建信息化的教学资源，促进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3）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工作。
以生产性实训基地，为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平台。通过与本地代记
账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建设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引入企业
真实业务。生产性实训基地的业务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在不泄
露企业机密的前提下，将企业审计业务加工成教学业务资料用于
审计实践教学，二是引入企业真实业务，学生以会计师事务所员
工身份，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审计工作。 

（4）双元考核办法，引入淘汰机制。现代学徒制实施双导
师，学校老师与企业师傅共同完成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考核，考核
项目分为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两部分，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应
退出现代学徒制的培养。 

（5）提升教师的双师素质。要重视双师的培养，确保参与
现代学徒制的师傅即要有实践工作经验，又具备相应的教学能
力。在实施学徒制人才培养中，校企双方要选择、培养懂教育、
善实践的人才作为师傅，保障学徒制的实施。 

总之，在高职审计专业中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是一项系
统性、复杂性的工作，需要校企在师资培养、课程体系设置、实
训基地建设等方面不断研究探索，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满足学生
发展需要和社会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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