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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会计学原理》课程，学生的普遍感受是晦涩难懂。其

实，会计基本原理的运用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笔者

结合自己多年教学经验，在《会计学原理》课程的讲授中辅之

以大学生日常生活实例，采取“白话式入门”教学方法，使得课

程内容通俗易懂，极大地增加了大学生会计专业知识初步体

验的趣味性。

一、大学生的“会计核算”从记录旅游经历开始

旅游是绝大部分大学生都经历过的愉快回忆，假定某大

学生从 A出发地（假设为武汉市）到 B旅游目的地（假设为北

京市）去旅行，很好地诠释了“会计记账的来龙去脉”原理。A

地到 B地的过程，在会计上理解表现为“从 A地武汉市来，要

到 B地北京市去”。会计专业上把大学生旅游要到的地方，也

就是“去向”称之为“借方”，把我们从哪里来的地方，也就是

“来龙”称之为“贷方”，即“借 B贷 A”，再假设旅行的花费是

2 000元。如果用一种会计的专门方法记录下来，就是：借：北

京 2 000；贷：武汉 2 000。

当大学生从北京返程回到武汉时，我们该如何记录呢？笔

者由此引导大学生反转思维，即：从 B地（北京市）又返回到

A地（武汉市）时，我们的“借方”和“贷方”反转了，原因是“我

们经历的过程恰好是原路返回”，再假设我们在返程回家路上

额外又花费了 300元。同样用会计的专门方法记录下来，就

是：借：武汉 300；贷：北京 300。

由此思维引导学生，并进行发散式教学，授课中一再反复

强调，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从 A地来，到 B地去”所经历的过

程，举一反三，不断重复并加深印象。继续举例引入“借贷记账

法”进行记录，使学生深刻理会并体验会计中极其重要的资金

“来龙去脉”运动的原理和过程，让学生“依葫芦画瓢”，编制具

有上述格式的会计专业性记录。

假设大学生的生活费每月是 800元，主要来源于父母亲，

笔者告诉学生：生活费是父母亲给的，资金的具体表现形式是

“库存现金”或者“银行存款”（去向），来源于父母亲的生活费

则是自己的“实收资本”（来龙）。学生立即就可以明白了：生活

费只有一笔资金，金额是 800元，核算时我们记录了两个方

面，如果用专业方法记录下来，就是：借：库存现金（或银行存

款）800；贷：实收资本 800。

再举个通俗的例子：假设大学生使用上述现金购买了全

套英语教材 200元，笔者分析并告诉他们：购买的大学英语教

材至少要使用 2年的，需要长期保存，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核

算和管理。学生就可以做出如下记录：借：固定资产———教材

200；贷：库存现金 200。

用会计专业的眼光看，授课教师其实根本无需事先告诉

学生（特别是初学者）那些高深的会计账户或借贷记账法的理

论知识和使用技巧，只需要让学生简单地按照上述方式理解

并应用，学会做出类似的会计专业记录，就是成功掌握会计学

原理的奠基石。事实证明，学生都非常喜欢这种授课形式。

二、“形式”和“实质”谁重要？

会计核算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实质重于形式”，

这个原则很宏观，很空泛，是很多会计人员难以理解的内容，

更莫谈初学者理解和应用。教学中，一般的授课教师往往“照

本宣科”，讲解教材里面的经典案例（如融资租赁固定资产是

企业自身自有固定资产），授者不求甚解，听者也糊涂。最简单

易懂的例子是“货币资金”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即“库存现金”和

“银行存款”的区别：二者都是“金钱（实质）”的不同表现形式，

只是由于存放的地方（形式上的表现）不同罢了，存放在企业

自己手中的在会计上称之为“库存现金”，存放在开户银行里

的在会计上称之为“银行存款”，核算和管理的要求当然就会

有区别了。

要更进一步深刻理解“货币资金”的不同表现形式，最好

的例子是到商场去购买衣服。某学生到商场购买衣服，衣服假

定要使用 4年，可以称之为“固定资产”，买衣服的钱可以使用

“库存现金”，如果现金不够，我们可以“刷卡”支付，刷卡支付

的就是“银行存款”（请记住这里的“银行存款”形式转变为“银

行卡”了）。

假定衣服购买价格为 1 500元，我们使用了 500元的现

金，余款刷卡，记录下来就是：借：固定资产———衣服 1 500；

贷：库存现金 500，银行存款 1 000。

上述例子继续补充升华，再假设“银行卡”余额只有800

元，“刷卡金额”不够，可以找银行借款 200元购买，进一步假

设“银行卡”具有“透支”（即“信用借款”）功能。此时买衣服的

业务会计上做出了如下更加复杂的记录：借：固定资产———衣

服 1 500；贷：库存现金 500，银行存款 800，短期借款 200。

一门课程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讲授过程就

不能拘泥于某些框架和形式，必须学会举一反三，并注重引导

学生进行思索。就上面的例子，笔者要求学生明白短期借款

200元的发生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并说出现实的经济业务表现

及其过程，引导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的“银行卡”的存款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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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原理，顺带告诉他们如何区分“借记卡”（储蓄卡）和“贷记

卡”（信用卡）。

三、大学生的生活费来源及其开销记账

为了让大学生理解“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

入”、“费用”、“利润”等会计要素，最直接易懂、最浅显的实例

是：学生的生活费来源于何处？其日常开销费用都到哪里去了？

在授课过程中，大部分同学都会告诉教师：他们的生活费

用主要来源于父母，主要用作生活费、书本费等开支。笔者一

一拓展引申，并进行了形象化比喻，总结为：大学生的生活费

来源于父母亲的无偿给予，“可怜天下父母心”是“所有者权

益”；父母亲给的生活费用表现为学生手中的“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手机”、“文具教材”等，是“资产”；如果本月生

活费不够，就需要找同学或者亲友先借钱，是“负债”，等父母

寄钱后再用资产归还；父母亲给的钱用于学生日常的生活和

学习就形成了各项“费用”，具体又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果学生在学校里获取了奖学金就是“主营业务收入”；通过

勤工俭学等形式获取报酬就是“其他业务收入”；如果到校外

做家教或者兼职取得报酬就是“营业外收入”；用收入总额减

去费用总额就是“利润”。

在会计上，把来源于父母的钱称之为“实收资本”，自己手

中的钱称之为“库存现金”或者“银行存款”，把日常学习生活

费用称之为“费用或成本”（具体表现为“主营业务成本”、“其

他业务成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等），把借别人的钱称

之为“短期或长期借款”，把购买商品应该支付而没有支付的

钱称之为“应付账款”，把应交给税务机关的税款称之为“应交

税费”等。

例如，父母亲给我们 1 000元生活费，用会计方法记录下

来就是：借：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1 000；贷：实收资本 1 000。

课程讲授到此，由于学生都已经很熟悉借贷这样的记录，

适时插入并讲解“会计分录”这个专业名词就显得顺理成章

了，笔者重点强调上述这样的记录就是“会计分录”，同时告知

会计分录的三个组成要素：借或贷（记账符号或方向）、库存现

金/银行存款和实收资本（会计科目、应借记贷记会计科目的

名称）、1 000元（借贷双方记账的金额相等）。

日常生活费假设买了手机（1 200元）、书本教材（40元）、

吃饭（600元）。手机由于价值较高且使用期限超过 1年，会计

上称之为“固定资产”，购买手机、书本以及吃饭都是大学生活

必需的而且是主要的支出内容之一，会计上可以称之为“主营

业务成本”，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 1 200；贷：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1 200。借：主营业务成本 640；贷：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 640。

另外，如果上述“教材书本”的金额价值较大，使用期限超

过一年，也可以归类为“固定资产”，具体判定标准则应该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于自身的制度性规

范，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就是“会计政策”。

四、“会计恒等式”的基本原理

在熟悉会计分录的记录格式之后，就可以讲授“会计恒等

式”的原理。如上所述，绝大多数大学生的日常活动经费来源

于父母，开支应用在大学里的各类学习和生活费用。父母亲给

大学生的金钱始终是固定的一个数额，在会计中分为两个方

面进行核算，表现为“来龙去脉”：钱来源于父母，钱用之于大

学生活。同样用会计专业的原理记录下来就是：借：大学学习

和生活的各类费用支出；贷：父母给的学习和生活费。

随着大学生活的继续，父母亲分月或者定期不断地给大

学生生活费，大学生不断花费了生活费，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

“有来源，有花费”，每一次的生活费的开支和记录都遵循着上

述记录的基本规律，最终体现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

记账规则，也就是“借贷记账法”的规律。大学生生活费的来源

及开支也表现为会计核算的两个方面，用会计的“借贷记账

法”记账，表现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

用”、“利润”等会计要素的核算和记录。

会计专业理论上，上述资金来龙去脉的原理最终表现的

结果是两个基本公式，称之为“会计恒等式”：

（1）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小到大学生的生活费，大到

一个公司的整个财产物资和财务状况，这个公式体现了某一

时点资金的“来龙去脉”原理：企业的任何一项资产，一方面表

现为自身的各项财产物资（占用形态、去向、去脉），从来源一

方看表现为“负债”（借款购买）或者“所有者权益”（来源、来

龙），金额始终只有一笔，只是在会计核算上使用“借贷”两个

记账符号，同时记录了资金运动的两个方面，计入借方和贷方

的金额必然相等。

（2）收入-费用=利润。这个公式其实只是一个计算利润

的过程，是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用来计算利润的方式罢了，即

用企业所有取得的各类收入总额减去发生的成本费用总额，

就是利润。

五、“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原理

“借贷”二字本身并无特别的含义，只是记账符号，表示四

个方面的内容：记账符号、记账的方向、增加或减少的金额、余

额的方向。由于借贷记账法具有通俗易懂、容易试算平衡等优

点，是全世界公认并采纳的记账方法。记账规则可以归纳为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即每一笔经济业务的发生，至少

应该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借记”和“贷

记”，且“借记”的金额和“贷记”的金额相等。

《会计学原理》课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记录

“基本经济业务”，即使用“借贷记账法”进行会计核算，过程和

步骤是：认识和理解经济业务发生的过程与原理，确定“资金

运动的来龙去脉”，使用“借贷记账法”记录下来。

六、小结：课程教学经验

大学课程教学，笔者个人感受是不拘小节，但是必须通俗

易懂。笔者的教学方法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实际教学中

深刻地抓住了学生的思维习惯，讲授大胆使用“白话式语言”，

课堂适度穿插一些“网络流行语”，与学生形成良性互动，轻松

愉悦；授课中不断设置一些小疑问并征询学生意见，调动学生

的求知欲望，生动活泼；在教学中始终贯彻了“夯实的专业基

础、谨慎大胆进行教学内容创新”的基本原则，使初学者“看得

到、听得懂、学得会”。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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