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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
内容重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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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是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把培养服
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继续发展潜力，具备财务核
算、财务分析、财务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作为目
标。 课程体系中的专业核心课程财务会计直接对应于培养目标中的财务核算能力，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强调核心能力、
突出应用型教学”。 文章基于 PST—CCE（Professional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Competency Centered Education）理念，即以岗
位能力形成为核心的职业情境化教学，重新构建教学内容。 从课程教学目标重新定位，将业务原始凭证融入理论教学内容，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等方面做出教学改革。 有助于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学习者发展目标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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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1．1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驱动财务会计课程改革

自从我国本科院校分类管理以来， 各类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的定位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本

科专业人才是这类院校的首要任务。 在此背景下，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强调核心能力、突出应用型教学”，把培

养具备财务核算、财务分析、财务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在营利

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作为目标。 其中，专业核心课程财务会计直接对应于培养目标中

的财务核算能力。 将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相融通，课程与职业岗

位相融通，对财务会计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有助于实现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

1．2 “PST—CCE 理念”驱动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

PST—CCE （Professional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Competency

Centered Education），即以岗位能力形成为核心的职业情境化教

学（后续的 PST—CCE 都是指此含义，不再重复）。 PST—CCE 理

念起源国际上著名的 CDIO 教学理念，在构思、设计、实施、运行

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创造性，提出的一种新的人才培养

理念。PST—CCE 理念，把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突出岗位能

力培养，强调情境化教学。 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不单能够

系统学习理论知识，还能够感受到企业工作的情境，提升综合职

业能力，走向工作岗位之后能更快地融入工作环境，成为企业所

需的“懂软件、强应用、熟业务”型人才。 目前，学院财务会计课程

存在各种问题，比如：课程学时受限、课程内容繁多、理论内容与

实践内容相脱节、实践教学与工作岗位相脱节等。 由此，课程组

基于 PST—CCE 理念，从课程教学内容重新构建、将业务原始凭

证融入理论教学内容、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等方面做出教

学改革，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学习者发展目标的融通。

2 基于 PST—CCE 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的方

案设计

2．1 产学合作，企业调研

财务会计课程是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中少有的“理论型＋实务

型”的核心课程，将其作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导具有

特殊的意义。 产学合作、企业调研，是迈出课程改革的第一步，因

为课程如何与岗位胜任能力相衔接，企业拥有优先发言权。 因此

通过企业调研可以了解企业对于职业岗位的要求， 实现职业岗

位与课程内容的无缝对接。 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职业岗位对财务

会计课程的知识及能力要求，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岗位发展，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反馈等。

2．1．1 企业需求的职业岗位胜任能力要求

课程组通过查阅应届生求职网 2019 年 2 月到 2019 年 4 月

的 50 家企业的人才招聘广告， 向 30 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两种

方式汇总得出，企业与财务会计课程相关的岗位一般设置 9 个：

出纳岗位、往来核算岗位、存货核算岗位、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

核算岗位、投资核算岗位、资本资金核算岗位、薪酬核算岗位、费

用核算岗位、总账报表岗位等。 职业岗位对财务会计课程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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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及能力要求，就是财务实务的会计处理能力。

（1）出纳岗位操作能力。 能够对货币资金进行管理，能够应

用不同的结算方式， 能够设置日记账、 能够登记账簿并试算平

衡，能够制定财务计划、能够控制财务流程、能够调度各类财务

资源等。

（2）会计实操能力。 能够审核原始凭证，能够填制记账凭证，

能够设置总账并登记，能够试算平衡，能够设计并运用账务处理

程序，能够整理并保管会计档案等。

（3）会计信息处理能力。 能够处理货币资金、存货、往来款

项 、对外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借款 、职工薪酬 、发行债

券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形成 、利润分配 、企业资本 、会

计报表等。

（4）会计信息化能力。 能够处理会计信息，能够应用管理信

息系统，能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能够挖掘服务会计信息等。

2．1．2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反馈及毕业生就业状况

课程组通过对 2018 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得出用人单位

对毕业生的专业实务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事业心与责任感均很

看重，排在能力要求的前三位。 也建议毕业生在校期间更加注重

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2．2 基于 PST—CCE理念，合理重构财务会计课程理论教学内容

基于前期调研结果， 结合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人

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的要求，基于 PST—CCE 理念，对财务会

计课程内容进行整体重构， 重构课程主要包括财务管理专业的

“中级财务会计Ⅰ”、“中级财务会计Ⅱ”两门课程，包括各门课程

本身的教学内容的整合及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

按照 PST—CCE 理念进行课程设计， 以典型的会计职业活

动为核心，以岗位职业能力为目标确定教学内容。 优化重构的教

学内容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中级财务会计Ⅰ”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优化重构

序 号 教学内容 学习任务 备 注

一
会计机构和

岗位设置

1.会计机构的设置原则和设置方式
优化新增

2.会计岗位设置的种类和职责要求

二 货币资金

1.现金

2.银行存款

3.其他货币资金

三 存货

1.存货的初始计量

2.发出存货的计量

3.计划成本法

4.存货的期末计量

5.存货清查

四 应收款项

1.应收账款

优化调整

2.应收票据

3.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4.应收款项减值损失的计量
五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取得.持有期间收益的核算.期末计量.处置

优化调整六 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的取得.持有期间收益的核算.处置.减值
七 其他金融工具投资 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的取得.持有期间收益的核算.期末计量.处置.减值

八 长期股权投资

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优化调整
2.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3.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4.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九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的确认与初始计量

优化调整
2.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3.固定资产的处置

4.固定资产的减值

十 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优化调整

2.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确认与计量

3.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4.无形资产的处置

5.无形资产的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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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级财务会计Ⅱ”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优化重构

序 号 教学内容 学习任务 备 注

一 投资性房地产

1.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计量

优化调整

2.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3.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支出

4.投资性房地产与非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5.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6.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

二 负债
1.流动负债

2.非流动负债

三 所有者权益
1.投入资本

2.留存收益

四 收入
1.收入确认与计量的基本方法

优化调整2.销售业务的一般会计处理

3.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五 费用
1.生产成本

优化调整
2.期间费用

六 利润
1.利润形成及利润分配

优化调整
2.所得税

七 财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优化调整

2.利润表

3.现金流量表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5.财务报表附注

（1）对教材中“金融资产”的章节内容进行了拆分整合。 由于

金融资产不仅包括教材中“金融资产”那一章所列示的四项金融

资产，还包括货币资金和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按照“金融资产”设

置章节，会引起学生的误导，认为金融资产的全部内容都在这一

章，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了。 如果按照各个不同的金融资产设置

章节，会消除这种误导，更有利于开展教学。 另外应收款项本身

具有区别于其他三项投资的特征和会计核算的程序，故将“应收

款项”单独作为一章学习更为合理。

（2） “资产减值”作为单独的准则。其主要规范的资产范围包

括：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不包括存货和其他的

金融资产的减值， 将其作为单独的一章容易误导为所有资产的

减值都在这一章。 因此，在各个资产章节中有关资产的期末计量

中增加有关资产的减值内容， 同时说明该类资产减值所依据的

准则。

（3）承接“中级财务会计Ⅰ”课程，把从“投资性房地产”开始

的内容划分到“中级财务会计Ⅱ”课程当中。 删减教材中“资产减

值”单独的一章，把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调整到投资性房地产章

节中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计量中列示出来，原因同“中级财务会

计Ⅰ”课程理论教学内容的优化重构。

（4）收入、费用、利润三大要素的内容调整。 教材当中是把费

用单独列为一章，收入和利润在一个章节中出现，并且是费用要

素在前，收入和利润要素在后。 这样的安排不便于学生的理解，经

过调整把收入、费用、利润分别列为单独的一章学习更为合理。

2．3 基于工作过程，合理设计实践教学环节

学院的财务会计课程均设有实践教学环节， 现有的实践教

学内容主要是依靠“网中网中级会计（单项）实训教学平台”，按

照会计要素划分为不同的实践内容。 这种方式脱离了会计核算

岗位，学生无法明确区分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实现

不了实践内容与职业岗位的无缝对接。 为此，有必要基于工作过

程，重新合理设计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应由单项实训向分岗实

训转变，应该借助于财务会计分岗实训软件进行更新。 另外，财

务会计课程与会计信息化课程融合教学，借助“会计信息化”课

程教学软件补充实践教学内容， 对于推动双课程的联动教学具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3．1 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优化调整

教学内容的选取依据对会计主要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

能力的分析， 结合本专业学生就业企业的类型———中小型企业

的特点 ，培养学生的会计职业岗位胜任能力 。 其主要内容包

括 ：基本实践技能培养 、出纳 、存货 、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往

来 、投资 、资本资金 、薪酬 、费用 、总账报表等九个会计岗位能

力的培养。

2．3．2 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

实践教学过程中，采用“角色扮演、岗位仿真”的实验教学模

式，以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为目标，以行动导向、工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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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设计理念为原则，以项目学习为载体，以教、学、做有机结

合为要求，以企业实际会计工作流程为背景，以学生工作过程和

工作成果为考核依据，组织和安排教学内容，具体的实践教学内

容组织安排见表 3。

表 3 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组织安排

岗位号 实训岗位 实训项目及工作任务 实训课时

1 出纳

1.库存现金收支核算

2.银行存款收支核算

3.其他货币资金收支核算
2

2 存货

1.存货的日常核算

2.存货的清查及期末计量

3.营业成本核算

4.存货会计综合实训

6

3 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1、固定资产取得核算

2、固定资产减少核算

3.固定资产折旧和处置账务处理

4.无形资产核算

5.固定资产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6

4 往来

1.资产类项目

2.负债类项目

3.期末往来款项核对

4.往来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4

5 投资核算

1、金融资产

2、长期股权投资

3、投资核算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6

6 资本资金

1.债务资本筹资

2.权益资本筹资

3.其他资本资金事项

4.资本资金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6

7 薪酬
1.职工薪酬———工资、奖金、津贴核算

2.职工薪酬其他项目核算

3.薪酬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4

8 费用

1.管理费用

2.财务费用

3.销售费用

4.费用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4

9 总账报表

1.期末账务处理

2.稽核业务

3.报表业务
6

合 计 44

2．3．3 与学科竞赛有机结合，借助财务软件，补充实践教学内容

学科竞赛助推实践教学改革， 引导学校教学过程与企业工

作过程相融通、教学实践内容与岗位能力要求无缝对接，切实培

养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从 2016 年开始，全国大学生创

新会计人才技能大赛的比赛内容明确包括会计手工技能竞赛、

会计信息化技能竞赛两个环节， 其中会计手工技能竞赛参赛队

员采用多人多岗竞赛方式，协作完成比赛；会计信息化技能竞赛

模拟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环境， 把真实的企业管理软件作为应

用平台，考核从系统初始化到会计报表生成的全过程，考查学生

对企业实际业务流程分析能力与会计信息处理能力。 因此，在优

化更新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过程中 ，如何利用财务

教学软件有效组织实训 ，是实现课程与职业岗位无缝对接的

有效途径 ，对于推动财务会计课程及会计信息化课程双课程

的联动教学也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课程组优化设计了利用

“财务软件操作 ” 教学手段的教学内容 ， 提升双课程教学效

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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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财务会计课程借助“会计信息化”补充的实践教学内容

序 号 实践教学内容

1 会计主管岗位业务信息化处理

2 总账会计岗位业务信息化处理

3 出纳岗位业务信息化处理

4 固定资产业务信息化处理

5 薪资管理业务信息化处理

6 采购、应付、库存管理业务信息化处理

7 销售、应收、库存管理业务信息化处理

8 会计报表业务信息化处理

四个班的不及格率都为 0，可以看出这门课程的总体学习效

果要明显好于其他课程。 其中 2 班的优秀率要稍高于其他三个

班级。 鉴于这个结果，结合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会的反馈，可

以看出该门课程的授课教师非常受学生的喜爱， 同学们非常喜

欢学习这门课程，“教与学”产生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 （来源：会

计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学业成绩分析报告）

4 结 语

基于 PST—CCE 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主要根

据前期调研结果， 结合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人才培养

目标及课程设置的要求，以岗位能力形成为核心，以典型的会计

职业活动为情境，重新构建理论教学内容，合理设计财务会计课

程实践教学环节，与学科竞赛有机结合，财务会计课程与会计信

息化课程融合教学，借助“会计信息化”课程财务软件补充实践

教学内容，实现课程与职业岗位无缝对接。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师

资队伍、教材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导致课

程的改革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今后可以从建设由行业、企

业、学校共同组成的财务会计师资队伍，编写“课程—岗位”一体

化的教材， 建设长效的财务会计校企实训基地等方面进一步改

革，打造企业认可、学生喜欢的优质课程。

主要参考文献

［1］谢晓燕，陈秀芳．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研究［J］．财会通

讯，2013（3）．

［2］毛克昌，刘红英．系统构建实践教学体系，递进式增强学生专业岗位

能力［J］． 财会学习，2017（1）．

［3］王志亮． 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J］． 财会月刊，2017

（2）．

［4］丁新民．基于职业胜任能力的财务会计课程与教学改革［J］．当代教育

实践与教学研究，2017（12）．

［5］王欣．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思路与方法初探［J］．财会学习，2018（3）．

［6］王欢．新常态下财务会计课程标准与岗位能力标准的对接研究［J］． 中

国乡镇企业会计，2018（10）．

［7］郭玥．财务会计实训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J］．财会研究，2019（1）．

［8］黄清婷． 面向应用型本科层次的中级财务会计课程案例教学法研究

［J］． 商业会计，2019（8）．

表 5 2017 级财务管理专业“中级财务会计Ⅱ”成绩对比

班 级 100 分 99~90 89~80 79~70 69~60 60 以下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率 不及格率

财务管理

1 班
0 0 9 23 7 0 89 60 74.69 10.26% 0.00%

财务管理

2 班
0 6 12 14 7 0 98 61 78.97 33.33% 0.00%

财务管理

3 班
0 1 18 13 5 0 90 61 77.81 24.32% 0.00%

财务管理

4 班
0 4 15 10 9 0 96 60 77.79 26.32% 0.00%

3 基于 PST—CCE 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的改

革效果

基于 PST—CCE 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已经在会计

学院 2017 级财务管理专业 1-4 班实施。 通过教学改革，按照“工

作过程系统化”的理念进行课程设计，以典型的会计职业活动为

核心确定教学内容，以岗位职业能力为目标改进教学方法，缩短

学生与职业岗位的距离，提高学生的职业岗位胜任能力。 通过学

生的反馈可以看出，改革的效果良好，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价以

及期末成绩均取得比较理想的分数。 与以往学生财务会计课程

期末考试成绩偏低，不及格率高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 表 5 是

会计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学业成绩分析报告中关

于“中级财务会计Ⅱ”课程成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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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研究 总字数：6299

相似文献列表

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6.8%(427)        文字复制比：19.7%(1241)        疑似剽窃观点：(0)

1 与职业标准对接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创新 13.3%（839）

      杨帆; - 《商业会计》- 2017-11-20 是否引证：否

2 与职业标准对接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创新 13.2%（833）

      杨帆;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2018-05-11 是否引证：否

3 与职业标准对接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创新 13.2%（833）

      杨帆;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2018-05-15 是否引证：否

4 与职业标准对接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创新 13.2%（833）

      杨帆;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2019-11-08 是否引证：否

5 财务会计教学目标定位与课程内容重构探究——基于PST-CCE人才培养模式 5.0%（315）

      郝桂岩;吴雷;时晓晖; - 《现代商贸工业》- 2017-02-05 是否引证：否

6 整合应用性本科院校《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之我见 1.2%（75）

      熊金粮; - 《新课程学习(中)》- 2014-02-18 是否引证：否

7 以项目为载体的高职《Photoshop图像处理》课程内容重构 0.5%（31）

      潘玫玫; -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11-10-15 是否引证：否

  以下相似文献已被用户在查看详细检测结果时删除(不再计入检测结果中)

1 基于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 教学内容重构研究 97.9%（6167）

      杨帆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2019-10-28 是否引证：否

2 基于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 教学内容重构研究 91.4%（5758）

      杨帆 -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2019-10-28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是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把培养服务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继续发展潜力,具备财务核算、财务分析、财

务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作为目标。课程体系中的专业

核心课程财务会计直接对应于培养目标中的财务核算能力,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强调核心能力、突出应用型教学"。文章基于

PST—CCE(Professional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Competency Centered Education)理念,即以岗位能力形成为核心的职业

情境化教学,重新构建教学内容。从课程教学目标重新定位,将业务原始凭证融入理论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等方面

做出教学改革。有助于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学习者发展目标的融通。

    1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的必要性1.1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驱动财务会计课程改革自从我国本科院校分类管理以来，各类

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是这类院校的首要任务。在此背

景下，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强调核心能力、突出应用型教学”，把培养具备财务核算、财务分析、财务决策

等方面的能力，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作为目标。其中，专业核心课程财务会

计直接对应于培养目标中的财务核算能力。将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相融通，课程与职业岗位相融通，对财务会计课程进行教学

改革，有助于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1.2 “PST—CCE理念”驱动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PST—CCE (Professional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CompetencyCentered Education），即以岗位能力形成为核心的职业情境化教学（后续的

PST—CCE都是指此含义，不再重复）。PST—CCE理念起源国际上著名的CDIO教学理念，在构思、设计、实施、运行模式的基础

上，结合学生实际创造性，提出的一种新的人才培养理念。PST—CCE理念，把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突出岗位能力培养

，强调情境化教学。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不单能够系统学习理论知识，还能够感受到企业工作的情境，提升综合职业能

力，走向工作岗位之后能更快地融入工作环境，成为企业所需的“懂软件、强应用、熟业务”型人才。目前，学院财务会计课

程存在各种问题，比如：课程学时受限、课程内容繁多、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相脱节、实践教学与工作岗位相脱节等。由此

，课程组基于PST—CCE理念，从课程教学内容重新构建、将业务原始凭证融入理论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等方面

做出教学改革，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学习者发展目标的融通。2基于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的方案设计

2.1产学合作，企业调研财务会计课程是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中少有的“理论型+实务型”的核心课程，将其作为应用型本科教育

的课程改革先导具有特殊的意义。产学合作、企业调研，是迈出课程改革的第一步，因为课程如何与岗位胜任能力相衔接，企

业拥有优先发言权。因此通过企业调研可以了解企业对于职业岗位的要求，实现职业岗位与课程内容的无缝对接。调研内容主

要包括：职业岗位对财务会计课程的知识及能力要求，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岗位发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反馈等。

2.1.1企业需求的职业岗位胜任能力要求课程组通过查阅应届生求职网2019年2月到2019年4月的50家企业的人才招聘广告，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YKI201722039&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DSM201704076&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XJU201402027&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NZS201129103&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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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两种方式汇总得出，企业与财务会计课程相关的岗位一般设置9个：出纳岗位、往来核算岗位、存货核算

岗位、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核算岗位、投资核算岗位、资本资金核算岗位、薪酬核算岗位、费用核算岗位、总账报表岗位等。

职业岗位对财务会计课程最直接的知识及能力要求，就是财务实务的会计处理能力。（1）出纳岗位操作能力。能够对货币资金

进行管理，能够应用不同的结算方式，能够设置日记账、能够登记账簿并试算平衡，能够制定财务计划、能够控制财务流程、

能够调度各类财务资源等。（2）会计实操能力。能够审核原始凭证，能够填制记账凭证，能够设置总账并登记，能够试算平衡

，能够设计并运用账务处理程序，能够整理并保管会计档案等。（3）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处理货币资金、存货、往来款项

、对外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借款、职工薪酬、发行债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形成、利润分配、企业资本、会

计报表等。（4）会计信息化能力。能够处理会计信息，能够应用管理信息系统，能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能够挖掘服务会计信

息等。2.1.2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反馈及毕业生就业状况课程组通过对2018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得出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专

业实务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事业心与责任感均很看重，排在能力要求的前三位。也建议毕业生在校期间更加注重专业实践能

力的培养。2.2基于PST—CCE理念，合理重构财务会计课程理论教学内容基于前期调研结果，结合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的要求，基于PST—CCE理念，对财务会计课程内容进行整体重构，重构课程主要包括财务管理专业的

“中级财务会计Ⅰ”、“中级财务会计Ⅱ”两门课程，包括各门课程本身的教学内容的整合及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按照

PST—CCE理念进行课程设计，以典型的会计职业活动为核心，以岗位职业能力为目标确定教学内容。优化重构的教学内容见表

1和表2。表1 “中级财务会计Ⅰ”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优化重构序号教学内容学习任务备注一会计机构和岗位设置1.会计机构的

设置原则和设置方式优化新增2.会计岗位设置的种类和职责要求二货币资金1.现金2.银行存款3.其他货币资金三存货1.存货的

初始计量2.发出存货的计量3.计划成本法4.存货的期末计量5.存货清查四应收款项1.应收账款优化调整2.应收票据3.预付账款

及其他应收款4.应收款项减值损失的计量五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取得.持有期间收益的核算.期末计量.处置六债权

投资债权投资的取得.持有期间收益的核算.处置.减值优化调整七其他金融工具投资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的取得.持有期间收益的

核算.期末计量.处置.减值八长期股权投资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优化调整2.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3.长期股权投资的处

置4.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九固定资产1.固定资产的确认与初始计量优化调整2.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3.固定资产的处置4.固定资

产的减值十无形资产1.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优化调整2.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确认与计量3.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4.无形资产的处

置5.无形资产的减值表2 “中级财务会计Ⅱ”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优化重构序号教学内容学习任务备注一投资性房地产1.投资性

房地产的初始计量优化调整2.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3.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支出4.投资性房地产与非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5.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6.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二负债1.流动负债2.非流动负债三所有者权益1.投入资本2.留存收益四收入1.收

入确认与计量的基本方法2.销售业务的一般会计处理优化调整3.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五费用1.生产成本优化调整2.期间费用六

利润1.利润形成及利润分配优化调整2.所得税七财务报告1.资产负债表优化调整2.利润表3.现金流量表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5.财务报表附注（1）对教材中“金融资产”的章节内容进行了拆分整合。由于金融资产不仅包括教材中“金融资产”那一章所

列示的四项金融资产，还包括货币资金和长期股权投资。如果按照“金融资产”设置章节，会引起学生的误导，认为金融资产

的全部内容都在这一章，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了。如果按照各个不同的金融资产设置章节，会消除这种误导，更有利于开展教

学。另外应收款项本身具有区别于其他三项投资的特征和会计核算的程序，故将“应收款项”单独作为一章学习更为合理。

（2）“资产减值”作为单独的准则。其主要规范的资产范围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不包括存货和其他

的金融资产的减值，将其作为单独的一章容易误导为所有资产的减值都在这一章。因此，在各个资产章节中有关资产的期末计

量中增加有关资产的减值内容，同时说明该类资产减值所依据的准则。（3）承接“中级财务会计Ⅰ”课程，把从“投资性房地

产”开始的内容划分到“中级财务会计Ⅱ”课程当中。删减教材中“资产减值”单独的一章，把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调整到投

资性房地产章节中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计量中列示出来，原因同“中级财务会计Ⅰ”课程理论教学内容的优化重构。（4）收入

、费用、利润三大要素的内容调整。教材当中是把费用单独列为一章，收入和利润在一个章节中出现，并且是费用要素在前

，收入和利润要素在后。这样的安排不便于学生的理解，经过调整把收入、费用、利润分别列为单独的一章学习更为合理。

2.3基于工作过程，合理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学院的财务会计课程均设有实践教学环节，现有的实践教学内容主要是依靠“网中网

中级会计（单项）实训教学平台”，按照会计要素划分为不同的实践内容。这种方式脱离了会计核算岗位，学生无法明确区分

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实现不了实践内容与职业岗位的无缝对接。为此，有必要基于工作过程，重新合理设计课程

的实践教学内容，应由单项实训向分岗实训转变，应该借助于财务会计分岗实训软件进行更新。另外，财务会计课程与会计信

息化课程融合教学，借助“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软件补充实践教学内容，对于推动双课程的联动教学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3.1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优化调整教学内容的选取依据对会计主要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的分析，结合本专业

学生就业企业的类型——中小型企业的特点，培养学生的会计职业岗位胜任能力。其主要内容包括：基本实践技能培养、出纳

、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往来、投资、资本资金、薪酬、费用、总账报表等九个会计岗位能力的培养。2.3.2财务会计课

程实践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实践教学过程中，采用“角色扮演、岗位仿真”的实验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为

目标，以行动导向、工学结合的课程设计理念为原则，以项目学习为载体，以教、学、做有机结合为要求，以企业实际会计工

作流程为背景，以学生工作过程和工作成果为考核依据，组织和安排教学内容，具体的实践教学内容组织安排见表3。表3财务

会计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组织安排岗位号实训岗位实训项目及工作任务实训课时1出纳1.库存现金收支核算2.银行存款收支核算

3.其他货币资金收支核算22存货1.存货的日常核算2.存货的清查及期末计量3.营业成本核算4.存货会计综合实训63固定资产及

无形资产1、固定资产取得核算2、固定资产减少核算3.固定资产折旧和处置账务处理4.无形资产核算5.固定资产会计岗位综合

实训64往来1.资产类项目2.负债类项目3.期末往来款项核对4.往来会计岗位综合实训45投资核算1、金融资产2、长期股权投资

3、投资核算会计岗位综合实训66资本资金1.债务资本筹资2.权益资本筹资3.其他资本资金事项4.资本资金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67薪酬1.职工薪酬——工资、奖金、津贴核算2.职工薪酬其他项目核算3.薪酬会计岗位综合实训48费用1.管理费用2.财务费用

3.销售费用4.费用会计岗位综合实训49总账报表1.期末账务处理2.稽核业务3.报表业务6合计442.3.3与学科竞赛有机结合，借

助财务软件，补充实践教学内容学科竞赛助推实践教学改革，引导学校教学过程与企业工作过程相融通、教学实践内容与岗位

能力要求无缝对接，切实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从2016年开始，全国大学生创新会计人才技能大赛的比赛内容明确

包括会计手工技能竞赛、会计信息化技能竞赛两个环节，其中会计手工技能竞赛参赛队员采用多人多岗竞赛方式，协作完成比

赛；会计信息化技能竞赛模拟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环境，把真实的企业管理软件作为应用平台，考核从系统初始化到会计报表

生成的全过程，考查学生对企业实际业务流程分析能力与会计信息处理能力。因此，在优化更新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



CNKI学
位
论
文
检
测
系
统

- 4 -

过程中，如何利用财务教学软件有效组织实训，是实现课程与职业岗位无缝对接的有效途径，对于推动财务会计课程及会计信

息化课程双课程的联动教学也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课程组优化设计了利用“财务软件操作”教学手段的教学内容，提升双课

程教学效果，如表4所示。四个班的不及格率都为0，可以看出这门课程的总体学习效果要明显好于其他课程。其中2班的优秀率

要稍高于其他三个班级。鉴于这个结果，结合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会的反馈，可以看出该门课程的授课教师非常受学生的喜

爱，同学们非常喜欢学习这门课程，“教与学”产生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来源：会计学院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学业

成绩分析报告）4结语基于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主要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中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的要求，以岗位能力形成为核心，以典型的会计职业活动为情境，重新构建理论教学内容，合理设

计财务会计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与学科竞赛有机结合，财务会计课程与会计信息化课程融合教学，借助“会计信息化”课程财

务软件补充实践教学内容，实现课程与职业岗位无缝对接。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师资队伍

、教材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导致课程的改革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可以从建设由行业、企业、学

校共同组成的财务会计师资队伍，编写“课程—岗位”一体化的教材，建设长效的财务会计校企实训基地等方面进一步改革

，打造企业认可、学生喜欢的优质课程。表4财务会计课程借助“会计信息化”补充的实践教学内容序号实践教学内容1会计主

管岗位业务信息化处理2总账会计岗位业务信息化处理3出纳岗位业务信息化处理4固定资产业务信息化处理5薪资管理业务信息

化处理6采购、应付、库存管理业务信息化处理7销售、应收、库存管理业务信息化处理8会计报表业务信息化处理表5 2017级财

务管理专业“中级财务会计Ⅱ”成绩对比班级100分99~90 89~80 79~70 69~60 60以下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优秀率不及格率财务

管理1班0092370896074.69 10.26%0.00%财务管理2班06121470986178.97 33.33%0.00%财务管理3班01181350906177.81

24.32%0.00%财务管理4班04151090966077.79 26.32%0.00%3基于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重构的改革效果基于

PST—CCE理念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已经在会计学院2017级财务管理专业1-4班实施。通过教学改革，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

”的理念进行课程设计，以典型的会计职业活动为核心确定教学内容，以岗位职业能力为目标改进教学方法，缩短学生与职业

岗位的距离，提高学生的职业岗位胜任能力。通过学生的反馈可以看出，改革的效果良好，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价以及期末成

绩均取得比较理想的分数。与以往学生财务会计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偏低，不及格率高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表5是会计学院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学业成绩分析报告中关于“中级财务会计Ⅱ”课程成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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