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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法课程教学的现实困惑

鉴于税收在经济社会与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税法

课程已经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或专业课程。本文所说的“税法课程”是指税法类课程，在财

会专业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表现为不同的课程名称，例

如中国税制、税法、纳税实务、纳税申报、税务会计、税收筹

划等。 在法学专业中，税法课程属于经济法的分支课程，在

教学实践中，侧重于围绕立法背景、立法精神、法律关系的

运行与监督等法理知识进行阐述与运用。 在经济管理类专

业尤其是财会专业中， 税法课程的应用性与实践性更加突

出，在课程教学目标中，它一般要求与实际财会类岗位的需

求相适应。 岗位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需

要财会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将税法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

有效匹配，这里的“相关课程”主要包括：经济学原理、经济

法、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这里的“有效匹配”是

指税法课程的设置要遵循知识认知的规律性， 即由简单到

复杂，由一般到特殊，由基础到专业的逻辑性，按照此规律

来合理安排课程的对象、目标、内容、学期、课时等 教 学 要

素。 此外，不同名称的税法类具体课程也是自成体系，最为

常见和典型的是由税法、税务会计、纳税申报与税收筹划等

课程所形成的课程体系， 这些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又各

自独立开设，或在专业必修课程中，或在专业选修课程中。
因此，同样的，税法类课程自身也面临着“有效匹配”的问

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课程体系内部各独立课程教

学内容的承上启下与重叠。在税法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很多

教师在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上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本

文建议将税法课程设置成学年课程，以方便打碎原有框架，
整合形成新的更符合逻辑和规律性的教学内容体系， 尽管

与新教学大纲相匹配的教材很难寻觅和编写， 但是我们可

以基于系统思维， 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来实现课程的全

面整合，解决“有效匹配”的难点，达成预期教学目标。
二、以信息化为平台引入系统思维

近年来， 我国 推 出了 以 《教育 信 息 化十 年 发展 规 划

（2011—2020 年》 为代表的一系列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政策

文件，旨在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由此出现

了大量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并在实践中积极运用与优化。比

如，网络协作教学模式、webquest 教学模式、基于资源或项

目或案例的教学模式， 还有基于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的教学

模式。同时，国内很多的教育教学工作者也对信息化的教学

效果进行了评估，但结论认为总体效果差强人意，形式上的

结合并不能掩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脱节的现实。 信

息化教学形式繁多，但不成体系，毫无规律性，也无充分的

理论基础予以指导。此外，信息化教学在实操层面也缺乏对

实施效果的关注与反馈。 本文认为信息化教学模式应该有

机整合应用，一是有机整合自身硬件和软件资源和条件，结

合具体教学情境作适应性改造， 教学模式应用的基础要立

足于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 而不是简单基于前人的

成果与经验。 二是有机整合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信息化教

学模式，两者相辅相成，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两者

的整合或重构会产生 1+1＞2 的教学效果。 总之， 两种有机

整合实质上是以系统思维驾驭信息化教学， 系统思维是以

整体性概念为统领，把认知对象作为一个系统，从系统与要

素、系统与环境、要素与要素以及要素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

相互作用中综合考量与应用知识的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融

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会增加教学模式的系统性、 应用性和适

用性，使教学模式随着教学环境与教学实践的变化而优化。
三、系统思维下税法课程的全方位整合

财会专业税法课程的应用性很强， 尤其对于应用技术

型高校，税法课程教学更应注重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与服

务一线的实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而展开。一般而言，税额计

算、税务会计核算、纳税申报与税收筹划是四条主线索。 笔

者通过文献查阅与整理发现， 在对税法课程教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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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会专业税法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存在难以“有效匹

配”的问题，需要以系统思维驾驭信息化教学，以税法、税

务会计、 税收筹划等涉税课程内容的系统整合与优化为

基础，以税务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多元化教学方

式为手段，依托丰富的教学资源平台，激活、协调各种教

学要素，增加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应用性和适用性，使教

学模式随着教学环境与教学实践的变化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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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40 多篇文献中，大部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实践教学、
教学内容整合或信息化教学的某一方面， 而以现代信息技

术为手段， 全面系统地对税法课程教学进行整合的研究还

属空白。 本文以现代教育理论与信息技术为指引，以税法、
税务会计、 税收筹划等涉税课程内容的系统整合与优化为

基础，以税务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多元化教学方式

为手段，依托丰富的教学资源平台，激活、协调各种教学要

素，构建融教与学为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化、全方位教学新

模式，包括系统化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

法等（见下图）。它是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

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质量考核

等因素的精心设计与高度融合，实现从全局、整体上思考并

系统设计教学全过程的一种教学模式。

四、主要教学要素的设计要点

（一）教学目标设计。 系统化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应将

基础知识、素质能力与实践技能三者有机统一，尤其注重对

学生学习适应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首先在基础知识

目标方面，教师通过系统地讲述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的

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与处

理先行税法规定与会计准则在应用方面的差异问题，掌握我

国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与行为税类等各税种的应

纳税额计算方法、会计核算方法与纳税申报流程，熟知各种

纳税检查要点，纳税风险防控措施，以及整体税制框架下税

收筹划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二）教学内容设计。 本文认为应从五个方面进行系统

化整合与关联。 一是将税法、涉税会计、税收筹划三方面的

内容系统化整合； 二是将税收实体法与税收征管法内容系

统化整合；三是以企业或行业为平台将单一税种与其他相关

税种关联并系统化；四是以典型综合案例为载体将单一税种

与其他相关税种系统化关联；五是将单一税种的各项税制要

素考核点，通过典型综合习题或案例系统化整合。 在教学实

践中，可以积极有效地采用任务化、项目化、模块化、主题式

教学方法来实现以上教学内容的整合与优化。
（三）教学资源设计。系统化的教学资源设计，需要构建

一个各类教学资源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相互关联的课程资

源平台。 而且相对于传统教学资源平面化、单一化、封闭式

的静态特征而言，它应是多元化、集成化、立体化和开放式

的动态课程资源平台， 它能够有效促进学生与教师在理论

或实践教学中的互动。所涉及到的教学资源主要包括：教学

大纲、教案、教材、教参、教学课件、教学案例库、实验 指导

书、习题试卷库、教学视频库等。
（四）教学方法设计。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要服务于理论

与实践教学的融合与统一。要在基础和专业知识讲授的基础

上，聚焦于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要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自主学习，促进师生互动与教学相长。 教学过程应以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方

式。在信息化教学模式构建中，要充分利用虚拟动画演示、多

媒体信息集成、网络传输等现代教育技术的功能优势，突出

多元信息化、体验性与交互式的教学特征。 大量的教学资源

需要依托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终端等

信息化载体或平台传递到受众群体， 重视利用电子邮件、微

信、QQ 等在线互动工具，促进教学互动与资源共享。
（五）课程考核与评价。 课程教学的考核与评价应将学

习过程与教学目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 注重在学习过程中

对学生知识获取、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提升进行评价，积极

采用互动答疑、案例讨论、在线测试、专题论文、技能竞赛等

多元化、过程式的考核方式。 此外，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应

是一个双向、 开放式的系统， 师生都可以通过教学资源平

台，开展网络教学效果评价，并提出合理化的教学与学习建

议，共同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五、总结

基于系统思维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是在遵循教学规律

的前提下，通过对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 学方

法和教学考核等多因素的高度整合，实现从整体上思考教

学全过程的一种系统教学方法和工具。 此教学模式调动了

各种教学资源，激活了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实现 了 教

书与育人并行、教学与科研并行、教授与学习并行、课内与

课外并行，将教学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是税 法 课程 教 学

模式改革的新尝试，也可以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

鉴和参考。 S

参考文献：

徐岭.网络式 PBL 互动教学法改革与实践[J].商业会计，2015，（5）．

作者简介：
倪国锋，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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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思维下财会专业税法课程教学改革之我见 总字数：3430

相似文献列表

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27.8%(955)        文字复制比：27.8%(955)        疑似剽窃观点：(0)

1 基于多元立体化理念的“税法”与“税务会计”教学模式设计 26.5%（909）

      苏强; -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7-15 是否引证：否

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提升策略探究 2.6%（90）

      牛变秀; -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1-04-20 是否引证：否

3 围绕高职院校高等数学精品课程的教学改革 1.7%（57）

      吴建春; - 《甘肃科技》- 2011-02-28 是否引证：否

4 军队院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立体化教学模式研究 1.3%（43）

      崔艳萍;何乐;高娟; - 《办公自动化》- 2012-08-15 是否引证：否

5 应用立体化文献检索课模式提高读者服务水平 1.1%（38）

      张杏文; - 《企业科技与发展》- 2011-12-05 是否引证：否

6 应用型本科院校《基础写作》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1.0%（36）

      江婉琴; - 《黄山学院学报》- 2013-08-20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财会专业税法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存在难以"有效匹配"的问题,需要以系统思维驾驭信息化教学,以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

划等涉税课程内容的系统整合与优化为基础,以税务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多元化教学方式为手段,依托丰富的教学资源平

台,激活、协调各种教学要素,增加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应用性和适用性,使教学模式随着教学环境与教学实践的变化而优化。

    一、税法课程教学的现实困惑鉴于税收在经济社会与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税法课程已经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

的专业基础课程或专业课程。本文所说的“税法课程”是指税法类课程,在财会专业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表现为不同的课程名

称,例如中国税制、税法、纳税实务、纳税申报、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等。在法学专业中,税法课程属于经济法的分支课程,在教

学实践中,侧重于围绕立法背景、立法精神、法律关系的运行与监督等法理知识进行阐述与运用。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尤其是财会

专业中,税法课程的应用性与实践性更加突出,在课程教学目标中,它一般要求与实际财会类岗位的需求相适应。岗位能力是一种

综合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需要财会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将税法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有效匹配,这里的“相关课程”主要包括

:经济学原理、经济法、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这里的“有效匹配”是指税法课程的设置要遵循知识认知的规律性

,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到特殊,由基础到专业的逻辑性,按照此规律来合理安排课程的对象、目标、内容、学期、课时等教学

要素。此外,不同名称的税法类具体课程也是自成体系,最为常见和典型的是由税法、税务会计、纳税申报与税收筹划等课程所

形成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又各自独立开设,或在专业必修课程中,或在专业选修课程中。因此,同样的,税法类

课程自身也面临着“有效匹配”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课程体系内部各独立课程教学内容的承上启下与重叠。在税法

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在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上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本文建议将税法课程设置成学年课程,以方便打

碎原有框架,整合形成新的更符合逻辑和规律性的教学内容体系,尽管与新教学大纲相匹配的教材很难寻觅和编写,但是我们可以

基于系统思维,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来实现课程的全面整合,解决“有效匹配”的难点,达成预期教学目标。二、以信息化为平

台引入系统思维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以《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为代表的一系列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政策文件

,旨在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由此出现了大量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并在实践中积极运用与优化。比如,网络协作教

学模式、webquest教学模式、基于资源或项目或案例的教学模式,还有基于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的教学模式。同时,国内很多的教

育教学工作者也对信息化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评估,但结论认为总体效果差强人意,形式上的结合并不能掩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实践脱节的现实。信息化教学形式繁多,但不成体系,毫无规律性,也无充分的理论基础予以指导。此外,信息化教学在实操层面

也缺乏对实施效果的关注与反馈。本文认为信息化教学模式应该有机整合应用,一是有机整合自身硬件和软件资源和条件,结合

具体教学情境作适应性改造,教学模式应用的基础要立足于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而不是简单基于前人的成果与经验。二

是有机整合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信息化教学模式,两者相辅相成,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两者的整合或重构会产生1+1>2的

教学效果。总之,两种有机整合实质上是以系统思维驾驭信息化教学,系统思维是以整体性概念为统领,把认知对象作为一个系统

,从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要素与要素以及要素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综合考量与应用知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

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会增加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应用性和适用性,使教学模式随着教学环境与教学实践的变化而优化。三、系统

思维下税法课程的全方位整合财会专业税法课程的应用性很强,尤其对于应用技术型高校,税法课程教学更应注重以培养生产建

设、管理与服务一线的实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而展开。一般而言,税额计算、税务会计核算、纳税申报与税收筹划是四条主线索

。笔者通过文献查阅与整理发现,在对税法课程教学进行研究的140多篇文献中,大部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实践教学、教学内容

整合或信息化教学的某一方面,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全面系统地对税法课程教学进行整合的研究还属空白。本文以现代教

育理论与信息技术为指引,以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等涉税课程内容的系统整合与优化为基础,以税务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为

核心,以多元化教学方式为手段,依托丰富的教学资源平台,激活、协调各种教学要素,构建融教与学为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化、

全方位教学新模式,包括系统化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见下图)。它是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

,通过对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质量考核等因素的精心设计与高度融合,实现从全局、整体上思考并

系统设计教学全过程的一种教学模式。四、主要教学要素的设计要点(一)教学目标设计。系统化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应将基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CCLG201107056&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XSJ201104015&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SKJ201104062&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BGDH201216022&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XQK201123042&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HSXB201304032&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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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素质能力与实践技能三者有机统一,尤其注重对学生学习适应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首先在基础知识目标方面,教

师通过系统地讲述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与处理先行税法规定与会

计准则在应用方面的差异问题,掌握我国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与行为税类等各税种的应纳税额计算方法、会计核算方

法与纳税申报流程,熟知各种纳税检查要点,纳税风险防控措施,以及整体税制框架下税收筹划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二)教学内容

设计。本文认为应从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化整合与关联。一是将税法、涉税会计、税收筹划三方面的内容系统化整合;二是将税收

实体法与税收征管法内容系统化整合;三是以企业或行业为平台将单一税种与其他相关税种关联并系统化;四是以典型综合案例

为载体将单一税种与其他相关税种系统化关联;五是将单一税种的各项税制要素考核点,通过典型综合习题或案例系统化整合。

在教学实践中,可以积极有效地采用任务化、项目化、模块化、主题式教学方法来实现以上教学内容的整合与优化。(三)教学资

源设计。系统化的教学资源设计,需要构建一个各类教学资源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相互关联的课程资源平台。而且相对于传统

教学资源平面化、单一化、封闭式的静态特征而言,它应是多元化、集成化、立体化和开放式的动态课程资源平台,它能够有效

促进学生与教师在理论或实践教学中的互动。所涉及到的教学资源主要包括:教学大纲、教案、教材、教参、教学课件、教学案

例库、实验指导书、习题试卷库、教学视频库等。(四)教学方法设计。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要服务于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与

统一。要在基础和专业知识讲授的基础上,聚焦于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学习,促进师生互动

与教学相长。教学过程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方式。在信息化教学模式构建中,要充分利

用虚拟动画演示、多媒体信息集成、网络传输等现代教育技术的功能优势,突出多元信息化、体验性与交互式的教学特征。大量

的教学资源需要依托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终端等信息化载体或平台传递到受众群体,重视利用电子邮件

、微信、QQ等在线互动工具,促进教学互动与资源共享。(五)课程考核与评价。课程教学的考核与评价应将学习过程与教学目标

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注重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知识获取、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提升进行评价,积极采用互动答疑、案例讨论、在

线测试、专题论文、技能竞赛等多元化、过程式的考核方式。此外,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应是一个双向、开放式的系统,师生都

可以通过教学资源平台,开展网络教学效果评价,并提出合理化的教学与学习建议,共同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五、总结基于

系统思维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是在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考核等多因

素的高度整合,实现从整体上思考教学全过程的一种系统教学方法和工具。此教学模式调动了各种教学资源,激活了教学过程中

的各个环节,实现了教书与育人并行、教学与科研并行、教授与学习并行、课内与课外并行,将教学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是税法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新尝试,也可以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S

    【参考文献】

    徐岭.网络式PBL互动教学法改革与实践[J].商业会计,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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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1. 内容的系统整合与优化为基础,以税务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多元化教学方式为手段,依托丰富的教学资源平台,激活

、协调各种教学要素,

2. 它是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质量考核等因素的精心设计

与高度融合,实现从全局、整体上思考并系统设计教学全过程的一种教学模式。

3. 基础知识、素质能力与实践技能三者有机统一,尤其注重对学生学习适应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4. 基础知识目标方面,教师通过系统地讲述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5. 掌握我国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与行为税类等各税种的应纳税额计算方法、会计核算方法与纳税申报流程,

6. 课程资源平台。而且相对于传统教学资源平面化、单一化、封闭式的静态特征而言,它应是多元化、集成化、立体化和开

放式的动态课程资源平台,

7.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学习,促进师生互动与教学相长。教学过程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讨论式

、

8. 虚拟动画演示、多媒体信息集成、网络传输等现代教育技术的功能优势,突出多元信息化、体验性与交互式的教学特征。

大量的教学

9. 评价应是一个双向、开放式的系统,师生都可以通过教学资源平台,开展网络教学效果评价,并提出合理化的教学与学习建

议,共同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10. 教学模式,是在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考核等多因素的高度整合

,实现从整体上思考教学全过程的一种系统教学方法和工具。

11. 教学模式调动了各种教学资源,激活了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现了教书与育人并行、教学与科研并行、教授与学习并行

、课内与课外并行,将教学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是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新尝试,也可以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

鉴和参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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