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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基于生活情境的案例教学法在跨专业拓展课 

《企业纳税实务》中的探索和实践 
◆潘玉琪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除了对从

业者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标准外，对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院校开始尝试在注重技术技
能积累与培养的基础上，融入一定数量的跨专业拓展课程，作为
学生按兴趣选修的拓展课程。这对于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和人文
素养，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一、教学面临的困境 
以我院面向非会计大类专业开设的《企业纳税实务》跨专业

拓展课为例，该课程系统讲授企业和个人在经营管理和日常生活
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各类涉税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应当说，
即使是理工科的学生，不管专业背景是什么，以后不论是从事自
主创业开展经营管理，还是进入企业上班，都不可避免要与税收
打交道。从前几个学期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由于本课程与学生
所学专业跨度较大，而且本身就带有相当的专业性，对非财会专
业的学生来说，的确有较大难度。如果采用同样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跨专业的学生学习起来会有畏难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二、教学改革的目标 
大学生作为青年人群，对未知的领域有着较强的好奇心，如

果知识事关切身利益，则更有可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基于生活情
境的案例化教学，把专业知识融入日常生活中，这是吸引学生注
意力的一个关键点。《企业纳税实务》作为一门税收的普及性课
程，优势在于与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与税
收发生密切的关系，在人的一生中，税收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
我们到底在交哪些税？我们面临的税负有多重？怎样才能合法
地降低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个人的收入，这无疑是
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教师要找准学生的这些兴奋点，寻找或者
设计轻松活泼的情境，演绎方式贴近当今时代热点，契合学生的
年龄特征，力求为学生喜闻乐见，将有关的税收法规解读运用于
案例的分析中，提示或选择性地提出一些税收筹划方案，通过比
较，分析税收筹划后给企业或个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体现
本课程的实际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学生对跨专业拓展课无
趣、无用的成见，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改革思路 
基于上述目标，在教学内容改革中，教师改变了原有的求全

求细老套路，课程安排上不再要求纵向上把税收总论、增值税、
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各种小税种全部讲一遍，
横向上把 13 个税收要素全部罗列，而是转向学生的日常生活与
工作场景，选择与学生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一些知识点，如去食
堂吃饭、去商场买衣服、去餐厅打工、出国旅游、收发快递、自
主创业等活动中，涉及哪些税收，我们在及购买各种商品、接受
各类劳务和服务中，大约交了多少税等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来
贯穿课程内容的总纲。 

四、教学改革内容 
以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为主线，辅以工作

场景，重点提取了相关课程内容，将各税种知识整合到案例中。
下面举例说明： 

一是衣。教师提问切入主题，从棉花到穿在我们身上的衣服，
一共经过了哪些程序？这样的问题并不难，不需要任何专业知
识，学生通过日常经验就能回答出来。这么多工序，需要很多企
业先后配合完成。每个企业，每一道中间环节，都一定会产生增
值额。这就自然引出增值税的有关概念。顺带讲解“营改增”的
原因和目的，使跨专业学生对平时听到过的增值税、营改增等名
词有更深入的理解。教师还可以列举学生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
疑惑，来切入税收的学习。比如，某某同学去美国旅游后发现，
国产某品牌同型号牛仔裤，在美国的商场卖得比国内还要便宜，

该同学很疑惑。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每组形成结论派代表来做分享。最后在总结时，引出出口退税的
有关内容。为了提高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我国对出口货物实
行“零税率”优惠政策。退的是什么税？主要是国内采购环节的
增值税和消费税。这才是“价格倒挂”的主要原因。 

二是食。学生每天都要与食堂、餐厅、外卖小哥打交道。学
校提倡学生在食堂吃饭，除了安全性的考量，问学生是否知道食
堂经营餐食和外卖销售餐饮，两者在纳税上有何区别？可以附带
讲解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学生不应该抽烟，除了对健康
有影响，还因为吸烟容易上瘾，而且香烟价格比较高，学生没有
经济能力。再请学生思考，香烟是什么做的，为什么价格这么高？
进而引出消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以及烟叶税的有关知识。
通过举例，计算一根 1 元钱的香烟，里面包含了多少税费，给学
生以警示作用。 

三是住。学生毕业了以后，在外地工作，免不了要租房子。
可以提问，租房子要交税吗？要交哪些税？房东交还是房客交？
工作了几年，准备买房子，房产买卖中会涉及到哪些税？买商品
房和买商铺，税收上有何不同？牵涉出增值税、房产税、土地增
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相关税种的内容。
还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头脑风暴，讨论房地产税会不会出台？出台
房地产税对房价和老百姓的生活会有何影响？等等。 

四是行。教师可以预设生活场景，比如生活条件好了，同学
们去买车，又会面临哪些税收？这里可以讲解车船税和车辆购置
税的有关知识。再比如，国外销售宝马某车型，标价折合成人民
币十几万就可以了，为什么进口到国内，身价一下子翻了好几
番？这里可以结合进口关税、增值税、消费税来讲授。 

除了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请学生畅想一下毕业后的工作？进
单位上班，还是自己创业开公司？所得税是绕不开的。如果是按
部就班找个工作，提问一个月到了发工资，单位发了多少？实际
拿到手为什么少了？自然地引出个人所得税、社保费等内容。教
师结合 2018 年新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向学生介绍个税的税前
扣除项目，包括免征额、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使学生对
税后工资有初步的概念，了解新个税法立法的初衷，进而筹划怎
样合法减少纳税，增加个人收入。如果学生自主创业开个公司，
除了个税以外，还会涉及到企业所得税的内容。公司开展经营业
务，签订合同，开立账簿，又免不了印花税。公司如果排放废水
废气，又要交环保税。而如果家里有矿，则开采矿产的资源税是
一定要交的，等等。 

五、教学改革评价 
除了离日常生活相对较远的船舶吨税外，其他 17 个现行税

种都有机融入了学生现在或今后的生活中，给学生身临其境的代
入感，使学生感受到切身利益和实用价值。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明显感觉到非财会专业的学生积极性增加，距离感拉近，激
发了对税收学习的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