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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技术、财务机器人的迅猛发展给会计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数据应用也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要求。为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本文对高职财务会计教

学存在的问题从学生、教师和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就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以培

养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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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robots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nges to the accounting industr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has also raised the requirements for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students, teachers and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form 

suggestions on its existing problems to cultivate the high quality compound technical skills talents in line with 

China'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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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环境下高职财务会计

提质培优的重要性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

出：落实好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

方向，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推动校企形成命运共同体；健全德技并

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努力培养数

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会计领域中蓬勃发

展和深入应用，各类企业对于会计人才

的需求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基于

这样的时代背景，如何拥抱大数据时代，

迎接专业目录调整，加强大数据分析与

财会专业理论的融合应用？一方面新技

术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在现有师资力量

条件下高职扩招，给高职院校带来了机

遇与挑战。为了严把教学标准和毕业学

生质量标准两个关口，教育部等九部门

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年）》的通知，教职成

〔2020〕7号赋予了高职院校“提质培优、

增值赋能、以质图强”使命。财务会计

是会计专业群的核心课程，1+x证书制度

是检验学生、教师、学校教学质量的一

个重要途径和动力。会计专业群的学生

可以考的专业资格证比较多，比如社会

认可度高的会计、审计、税务等方面的

初、中、高级资格证书，还有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资产评师等。不管哪

个证书，财务会计的内容都是必考的部

分。按照新时代对会计人才提出的新需

求，探索大数据背景下高职财务会计提

质培优具有重要意义。 

2 大数据时代高职财务会计教

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高职学生基础比较薄弱，学习动

力不足 

高考就像一个炼丹炉，经其锻造把

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高职学校的生源

属于 底层。三三制分类，即三分之一

的学生学习积极性高，老师布置的线上

线下任务能及时完成，课堂积极踊跃，

作业独立完成，他们中有班里的领头

羊；三分之一有学习的愿望，基本按时

完成学习任务；另三分之一学生老师不

紧追就不学，更有甚者一学期上课从不

带书、本和笔，上课不是玩手机就是睡

觉，老师用尽其能收效甚微。总结分析

原因如下： 

（1）生源质量相对差，接受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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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弱。财务会计主要教授会计六大要

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专业属

语多，有些计算方法比较复杂，高职学

生的文化基础薄弱，悟性较差，运算技

能功底不扎实，动手不动脑，过渡依赖

手机。手机是把双刃剑，带来便捷的同

时，也让学生变得更懒惰，把大量的时

间和健康消耗在手机上。 

（2）没有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自

制力差，情商低。每次下课前都布置在

线预习任务，但完成的人数不尽人意。

上课玩手机的、思想开小差的，老师提

醒他们，学生则说控制不住自己；经常

上课睡觉的，单独了解情况后得知，学

生晚上2～3点才睡觉。 

（3）缺失信仰，缺乏责任感、自信

心和吃苦耐劳精神。 

（4）课程、课时和社团活动安排的

不尽合理。课程之间是相互关联，有先

后次序的，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若一起

开设，会浪费成本会计教师和学生的时

间，并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看到有

的学生一学期教材都是新的，了解情况

后，学生则说没有时间看书消化。一是

这学期专业课开得多，社团活动多，因

疫情原因开学晚，少上的课还要补课。

二是财务会计课时量少，学期结课马上

考试，没给学生留复习消化和理解归纳

的时间。大数据、RPA财务机器人在会计

中的应用，确实大大提质、增效，但必

须在夯实财务会计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

础上具备python、pandas、numpy基础知

识及RPA基础语法，能开发设计有关程

序，这就要涉及计算机和英语知识及技

能。所以，要把学生培养成德技并修的

高素质人才，达到提质培优，是高职教

师面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2.2教学模式有所改进，但成效不大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

职成〔2019〕13号中提出：推广翻转课

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新型

教学模式，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对于混

合式教学和理实一体化新型教学模式，财

务会计课程教学一直在摸索试用，但收

效不大。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设想过，也

尝试过，但翻不起来。在教学实践中暴

露的问题比较多，归纳分析原因如下：

一是课时设置不合理，我院财务会计总

课时量108，理论课72，实训课36。面对

接受能力弱的高职学生要用启发式、讨

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课时量是不够

的。要在有限的课时量里既能让学生有

所获，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又能完成教

学任务，就要借助于线上教学。学生提

前通过在线课程自学，我院选择了好大

学在线和智慧职教，实训课是网中网实

训教学平台6.30版本，学生要按照要求

完成老师布置的预习任务，教师才可以

翻转课堂或者精讲多练，达到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的 佳状态。这个课时安

排，迫使财务会计的理论课和实践课都

仓促结束，老师很沮丧，学生没学会，

挫伤了教、学双方的积极性。二是在教

学中教师使用的教学手段大部分是初级

多媒体教学手段，即“黑板+ppt”,教学

资料基本都是在相关资源网站获得或者

教材配套的ppt，这也导致教学资料本身

的时效性比较差，内容也不够合理、全

面、合时。在教学组织的时候，使用的

教学手段是传统的硬性教学手段，没有

能够将信息技术的优势很好地发挥出

来，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导致了会计专业

财务会计教学效率比较低下。 

2.3在学生实践技能培养和教师参

与企业实践方面，大数据融入程度不足 

2.3.1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方面 

中小企业对于出纳和会计的基本要

求是：人品好，能吃苦耐劳，有相关证

书，有实习或是工作经验。从用人单位

对人才的需求可以看出，财务会计实践

技能对学生就业的重要性。目前，我院

的实训实践教学有两种类型：一是校内

模拟实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理

实一体化，单项实训，这种方式很好，但

实训课只有36课时，对学生技能的培养

不够，给后续课程的学习带来困难，对

职业资格证的顺利取得带来隐患；第二

阶段综合实训，这种方式侧重于对财务

软件的使用，而缺乏大数据技术的学习

与实践，大数据技术的使用就谈不上。二

是校外顶岗实习。大三的学生要顶岗实

习6个月，这是 能真实运用会计理论知

识、提升学生实践技能的一种实训实践

形式。目前，我院面临的难题是校企合

作实训基地没有完全建立，基于单位会

计信息的重要性，学生自主联系单位，有

的家长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单位，有的就

没有这么幸运。由于学生实习在全国各

地，只能通过网上联系，实习的真实性

难以肯定，给实习管理带来了困难，致

使真正的顶岗实习在实践中不能完全实

现，更不用说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了。 

2.3.2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方面 

财务会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

操作性，要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技术

技能人才，高职教师不仅要具备非常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技能，还要具备丰富的

实践经验。但现实是，目前大部分教师

缺乏的是企业实践，在企业从事过会

计工作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很少，直接

导致了高职院校财务会计实训课程质量

较低，给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实践能

力的提升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尽管教育

部等四部门在《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中

提到：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

力的“双师型”教师和教学团队短缺，已

成为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并提

出建立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协作共同体等

一系列措施。但是目前教师下企业普遍

遇到的难题：一是实践单位。不是所有

的学校都有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目前我

院教师假期赴企业实践单位都是自联，有

资源的教师是少数，即使有，也是小的

代账公司和企业，想开阔眼界，了解不

同企业会计核算、大数据、机器人，业

财融合的使用程度等凭借个人的力量是

困难的；二是假期一个月的时间去企业

实践，也只能是调查和了解，要提升实

践技能、独立处理业务是不可能的，更

谈不上大数据的使用了，因此只有建立

实训基地把教师在企业兼职与企业人员

双向交流落到实处，才能把理论应用于

实践，形成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和

教学团队。 

3 大数据环境下高职财务会计

提质培优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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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树立正确的三观，增强个人进

取心 

笔者在会计教育战线耕耘几十年，

先后从事过不同级别学校的会计教学，

对不同层次学生的情况比较熟悉。高职

学生缺少对社会、家庭、个人的责任感

和自信心，提质培优要从解决高职学生

的思想下功夫，国家对高校提出“三全

育人”战略目标，“课程思政”新型教

育模式的出现是实现战略目标、落实纲

要的金钥匙，在财务会计教学中可以因

时、因地、因情插入思政教育元素。内

容以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

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

形式可以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视频，比

如中央电视台的《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国家记忆》《山河岁月》《不能忘却的

伟大胜利》等。教师也可以制作“时政

教育案例库”，使用精细的浸润式隐形教

育而不是粗放的漫灌式的显性教育，体

现学科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结合，实现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三观，明确学习目的，培养

其责任感，激发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和上

进心。 

3.2用“爱”唤醒心灵，培养良好的

习惯，提升情商 

每个学生是家长和老师生命的延

续，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家长和老师的希

望。教育好学生第一要务是健康的心理，

其次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及强壮的体魄，

再次是积极向上、百折不挠、吃苦耐劳、

互帮互学，团结互助的学习精神。高职

学生大部分从小学习不出色，缺少老师

的关注和家长的欣赏，要把其培养成才，

老师需用爱和情唤醒学生的心灵，宽严

相济，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

其道。情感亲近，让学生信其师，爱其

师。在财务会计教学中不管学生问多简

单的问题，只要能问，都要认真耐心地

回答他们。话语亲和，让学生爱其师懂

其道，情感上真正把学生当亲人，做学

生的朋友和贴心人。在平时的课堂上多

关注他们的眼神变化，读懂她们，学生

遇到困难要及时相助，关心学生才能赢

得学生的信任。老师用爱心、爱的行动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是任何现代化的电

子设备所不能代替的，学生喜欢和信任

老师，就能喜欢上这门课，老师的话她

们才能听，就可以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健

康第一的理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合理使用手机，提升情商。 

3.3提出合理化建议，达到提质培优 

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也是学校的主

人，对于课程、课时安排的不合理，社

团活动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教师可以

合理地向院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

见，院领导可以召开由院学术委员会和

课程组任课教师组成的会议，大家畅所

欲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终确定一个合

理的方案，解决教、学双方的困境，达

到提质培优的目的。 

3.4提高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效果 

叶圣陶说过“教师为之教，不在全

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

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

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在财务会计

教学中，一是要成立学习小组，提高学

生的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利用国家精

品在线课程，给学生提前布置预习任务

和要求，更重要的是上课要检查任务的

完成情况，并将其计入学生的考评成绩，

引起学生重视，慢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启发学生的问题思维意识。根据检

查的结果精讲多练，实现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这是一个反馈-思索-总结-提高的艰苦

过程。二是要分层次教学，对三个等级

的学生在教学设计上区别对待，要让学

习好的同学跳一跳能跟着；学习一般的

同学不吃力；差的学生有学的愿望，即

因材施教。课堂上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

法，比如长期借款这部分专业知识，教

师对差生是 基本的要求，即掌握借款、

还款、利息计提的分录；对一般生，除

了以上要求外还需要掌握专门借款利息

资本化金额的计算；对优等生，则在对

一般生的要求外还需要掌握一般借款利

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专门借款和一般

借款相结合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形

成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气氛。此外，教

师要课后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做成

微课通过网络推送给学生，做到教学有

法，但教无定法。 

3.5重视课证融通的培育模式 

我国职业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就业技

能培训相结合的类型教育，现在的教材

编制主要以基层一线的中青年教师为

主，而忽视了行业企业人员的参与，使

得教材内容与产业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不相匹配。教材的更新具有滞后

性，而初级会计专业资格考试的用书更

新快，高职学生也对考证比较重视，在

教学过程中存在所用财务会计教材和

初级会计实务融合的问题。所以，教师

要在理论课和实训课的课程设计、备

课、教学过程中引入职业资格教材的内

容，这样学生既可以具备专业文化素

养，又可以掌握综合职业技能及考证所

需的 新知识。按照提质培优的高质量

发展要求，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会开发若干职业

技能等级标准和证书，比如厦门网中网

开发的“RPA财务机器人技能等级证书”

就要求院校将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1”和“X”的

有机衔接，从而提升就业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3.6实践和大数据与财务会计课程

的融合 

职业教育作为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为目标的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建立高水平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是提高

教师、学生实践技能的主要途径。《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公布首批

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的通

知》中提出了措施，并选择了102家企业

为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

地。要把国家好的政策落地实施，解决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学生实习难的问题，

改革建议有：一是以建立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实训基地业绩作为考评机制，对

学校和院系领导能力进行考核；以去企

业实践的态度、时间和能力提升的水平

做为对教师的考核，以产生不用扬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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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蹄的效果。二是对学生的顶岗实习采

用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个别

家在外地，确实能联系到专业对口的实

习单位的学生可以灵活对待，其余学生

则由实习辅导教师和实习基地老师统

一管理，在实习基地的学生可以在单位

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财务会计课程大部

分内容的实践，并能实际参与到大数据

在企业财务会计的应用中。辅导教师在

带领学生实习阶段，要了解目前企业财

务会计处理技术的发展状况，大数据、

机器人技术的使用现状，这对实习指导

教师是一个认识、提高、激励的过程。

教、学双方在实训基地既能收获满满，

还可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学生就业

能力。 

大数据技术目前已经渗透到各行各

业中，高职会计专业学生要真正适应大

数据时代潮流，就要培养核算与管理兼

备的复合型会计人才。但是需要解决两

个问题，一是师资，二是课程设置。笔

者认为师资问题的解决办法有：高校可

以采用“引育结合”和“跨界融合”的

方式，优化教师资源。一方面引进具有

计算机背景及熟悉会计知识的综合型教

师，一般是具有双学位或者实践经验的

复合人才；另一方面就地取材，培训会

计专业中青年教师，把其培育成既懂会

计又懂大数据技术的“跨界融合”的综

合型教师。对课程设置的改革建议有：

第一阶段要开设python基础知识、

numpy、pandas包的读取等计算机知识，

为大数据在会计中的使用奠定基础，同

时英语课也要加强，因为计算机知识的

学习要借助于英语这个工具；第二阶段

是财务会计课程，充分体现会计专业的

技术性和专业性特点。即便是大数据时

代，会计人才会运用到大数据的会计系

统，这些系统的研发离不开企业会计准

则、税法、审计准则等内容；第三阶段

是嵌入大数据的专业融合课程，比如大

数据与会计python在财务中的应用，解

决折旧的计算、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分析

等，需要借助于网络公司的会计与大数

据融合的虚拟仿真平台进行会计模拟实

验，比如厦门九九网智推出的《python

与大数据财务应用教学云平台》，帮助

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将大数据分析思

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于业财税数

据分析的方法，以培养具备“企业级”

财务数据分析应用能力的业财融合综

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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