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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会计信息化的需求变得日益严格。会计信息系统作为学生在校学习

的核心课程之一,其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互动性不足等问题。本文阐述了场景式教学模

式的必要性,即通过将复杂理论“可视化”的场景教学,能够有效提升课堂互动性。该模式在课程中的具

体应用环节涵盖了创建业务场景、课前理论整合、学生场景再现以及解构场景等方面。这种模式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密切师生关系,并推动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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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emand for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a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for students to study in school, 

has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with issue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nsufficient interactivity.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scenario-based teaching mode, which 

means that through visualizing complex theories into scenario teaching, classroom interactivity can be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 in the course includes creating business scenarios, integrating 

theories before class, students' scenario reproduction, and deconstructing scenarios. This mode can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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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会计信息系统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将枯燥的理论知识生动地传授给学生,激发他们的

学习热情,并提高教学质量,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尽

管现有文献指出“角色轮岗”的教学方法能够通过让学生体验

不同角色的操作来加深对实践岗位职责的理解[1],但这种方法

并不适合课时有限且课程考核标准统一、不采用分角色考核的

课程。同样,情景教学法旨在促进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

并培养高层次思维能力[2],然而它不适用于教学中理论知识的

复习环节,因为学生在学习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之前已经具备了

会计实务等基础知识。本文所探讨的场景式教学,旨在通过场景

演绎,将平台背后的数据处理流程“可视化”,让学生能够直观

地感受和理解,从而加深对数据处理流程的认识。这有利于学生

在实操时清晰理解数据传输的过程,进而熟练掌握课程内容。本

文将深入探讨场景式教学模式在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中的应用,

旨在推动该教学模式在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中的广泛应用,并提

供关键思路与有力借鉴。 

1 会计信息系统课程现状 

会计信息系统是一门将会计专业理论、方法与实践紧密结

合的课程,它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鉴于学

生普遍缺乏实际会计工作经验,并且倾向于认为“理论知识在实

际工作中应用有限,掌握财务软件操作更为实用”,加之理论部

分本身复杂且抽象,难以被理解。因此,在会计信息系统的理论

课程教学中,课堂氛围往往显得较为沉闷,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普遍偏低,这使得课堂上的互动环节难以有效开展。 

本文所探讨的会计信息系统教材,是适合应用型高校结合

其人才培养目标,选择的实践性较强、专注于会计软件操作的教

材,而非那些专注于会计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的教材。目前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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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适用于应用型高校的会计信息系统教材,其内容大多集中在

软件使用和操作上。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院校来说,如果课程

仅限于教授软件应用,那么教学内容将不得不随着软件更新而

频繁变动,这不仅违背了理论指导实践的教学原则,也无法满足

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现实需求,更无法培育出具备高素质的会

计信息化应用型人才。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机械地遵循操作

步骤来处理实验数据,仅仅关注实验结果的精确性,却未能深入

理解会计信息系统所涵盖的数据处理流程[3],这不利于他们将

会计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不利于应用型高校实现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场景式教学方法,依据企业岗位的职能

来构建虚拟场景,将企业经营活动中涉及的业务以“情景小短

剧”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能

够在模拟的会计信息化环境中处理会计业务,将会计理论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的互动性。此外,

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企业财务与业务之间的联系

(即业务推动财务、财务反映业务),以及更全面地把握企业业务

流程、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整合性、实时性和共享性。 

2 场景式教学模式在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中应用的必

要性 

首先,通过虚拟场景进行教学能够将那些复杂且难以理解

的理论知识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从而使得抽象的概念

变得直观易懂；其次,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通过这种

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实务处理能力,这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理论知识,而且还能突出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和目标；

最后,在持续的教学过程中,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形成一个精通

会计理论与会计信息系统实践的高水平教师团队,使得教师不

仅能够传授知识,还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实际操作,从而为社会培

养出更多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会计专业人才。 

通过精心设计的业务场景再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

更愿意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环节中,能够显著提高课堂的互动

性,使学生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不知不觉掌握理

论知识。通过将理论知识融入到可视化的场景中,能够有效地减

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难度,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复杂的

概念。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虚拟现实中能够直观地

学习和掌握如何使用信息化手段来处理会计业务。这种创新的

教学方法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也为他们未来的工

作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和知识。 

3 场景式教学模式在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中应用的具

体环节 

3.1创设业务场景 

教师依据《会计信息系统》课程内容和会计岗位职能,构建

一个详尽的场景框架,并精确地分析企业运营中采购、生产、销

售、财务等关键岗位在会计信息处理流程中的职责与权力。通

过结合企业的实际业务流程和财务规范,教师需要确定场景任

务、事件逻辑和角色互动对话,为学生创造一个既贴近现实又逻

辑严密、任务明确的业务场景。例如,采购业务场景需要包括从

采购申请到供应商选择、采购合同签订、入库验收以及款项支

付的整个流程。在这个场景中,不同岗位的角色需要协同工作,

学生通过这种方式深入理解岗位间的协同作用和会计信息的传

递路径,从而提高实践认知和岗位适应能力。教师利用理论知识

和实践经验,巧妙地将企业内部数据“流转”嵌入到场景剧本中,

让学生在场景实践中直观的感受到数据处理流程,解决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3.2课前理论整合 

教师需要梳理《会计信息系统》与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多课程知识脉络,挖掘课程间

知识联结点与逻辑递进关系,并制作理论课件。如阐述财务报表

编制在会计信息系统流程时回溯基础会计分录编制原理、融合

财务会计报表编制准则、渗透管理会计成本性态分析理念及财

务管理财务分析方法应用,为学生搭建跨课程知识网络,强化知

识系统性与连贯性,助力构建全景式知识架构,提升综合分析应

用能力。教师将制作的课件发布在线上教学平台并要求学生进

行课前自主学习。同时,为了监督学生学习,需要设置预习检测

题,依据课程核心知识、易错易混点及实践应用关键设计多样化

题型,精准考查学生预习深度广度与知识理解程度。学生完成检

测后,系统将即时提供成绩排名、错题分析以及知识薄弱点的提

示。教师可以利用这些反馈精确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据此调

整教学策略,集中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不仅能够激发学生预

习的积极性,还能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习惯,从而提高预习的效

果和质量,为高效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3.3学生场景再现 

学生分组依据场景剧本角色进行情景剧的表演,从业务起

始依次推进流程,如销售业务场景中销售团队精准推介产品、财

务团队严谨处理账务、物流团队高效组织发货收款,成员紧密协

作确保业务顺畅。演绎中要提示学生关注会计信息采集录入、传

递共享、处理分析流程,借角色扮演深度体验岗位工作情境,激

发学习热情与团队协作精神,提升沟通协调能力与问题应对能

力,强化会计业务流程实操技能。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借

鉴艾文国等学者在2010年所提出的观点[4],在场景重现过程中

激发学生的思考,所提出的问题应满足以下条件：首先,问题必

须具有真实性；其次,问题应涵盖课程的核心内容(即知识点)；

再次,问题应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最后,问题的难度应适中,确保

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解答。这些条件对教师而言同样构成挑战,

需要投入时间精心设计问题。 

3.4解构场景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业务场景的流程,根据会计核算流程和

财务分析的逻辑,依次深入分析各环节的业务单据编制、会计分

录的制作、财务报表的生成以及信息系统数据流转的处理细节。

通过梳理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的关联,清晰展示业务如何驱动

财务的作用机制。例如,在解析生产业务场景时,详细阐述成本

如何归集并分配至产品成本核算,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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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成本项目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计价。这样的教学有助

于学生构建起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的逻辑思维体系,从而提升他

们在财务分析和决策支持方面的能力。 

4 场景式教学模式在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中应用的教

学效果分析 

4.1学生学习效果显著提升 

传统教学模式下,《会计信息系统》理论复杂抽象,学生缺

乏工作经验难以理解,学习积极性低、课堂沉闷。场景式教学通

过创设业务场景、让学生演绎情景剧,将理论知识可视化、趣味

化。如在采购业务场景中,学生扮演采购、财务等岗位人员,直

观感受业务流程及会计信息传递,极大激发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主动探索会计知识在实际场景中的运用,改变以往被动接受状

态。学生在虚拟场景中模拟会计业务处理,如在销售收款场景里

依据订单开票收款记账,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与单纯软件操

作学习不同,场景式教学使学生理解业务驱动财务逻辑,掌握

财务与业务集成性、实时性和共享性内涵,提升综合业务处理

能力,毕业后能迅速适应会计岗位,精准高效完成任务,增强

职场竞争力。 

4.2师生关系更为紧密融洽 

场景式教学能够增加师生互动频率与深度。教师创设场景、

解构场景时引导学生思考,解答疑问；学生演绎场景中随时反馈

问题、提出见解,形成双向互动循环。比如讨论成本核算场景时,

师生围绕方法选择、数据处理热烈交流,构建活跃课堂生态,改

变传统单向知识灌输模式,拉近心理距离,为教学相长创造良好

氛围。教师深入了解学生在场景中表现及知识掌握状况,为个性

化指导提供支撑。比如,针对学生在固定资产折旧场景处理失误,

教师依据其知识短板精准辅导,助力学生突破难点、掌握要点,

避免知识漏洞积累,使教学指导更契合学生需求,提升学习成效,

增进师生信任理解。 

4.3教师教学能力全面进阶 

场景式教学要求教师整合多门会计课程知识制作理论课

件、设计场景剧本、衔接理论实践,推动教学创新。教师需精准

提炼课程重点,巧妙融入场景,优化教学设计,如将财务会计与

管理会计知识融入预算编制场景,提升教学资源整合与教学设

计创新能力,丰富教学手段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业务场景创设

依托企业实际经验,教师借此深入了解企业运营流程、会计岗位

需求及业务难点痛点,积累实践教学素材经验,使教学贴近行业

实际,精准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增强学校专业人才

输出与市场需求适配度。  

5 结束语 

场景式教学通过构建业务场景,让学生仿佛在实际岗位中

处理业务,深入理解财务与业务联系,解决传统教学理论与实践

脱节问题。学生通过场景演绎,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探索,活跃

了课堂氛围,改善了理论课程枯燥的现状,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和

专注度。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发现知识薄弱环节,提供针对性指

导,帮助突破学习瓶颈,巩固知识体系,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场

景式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不仅需要具备丰

富的实践经验,还应有深入的行业洞察力和跨学科的知识储备。

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可能会在构建场景上感到力不从心,从而

限制场景的质量和教学效果。这也促使教师不断学习,不断提升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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