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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实践教学改革方法探索
要要要基于苏州众勤会计实训模式

张雪芬 顾诚浩

渊苏州大学商学院 江苏苏州 215021冤

近年来，苏州大学在会计实践教学方法上不断进行探索，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校通过与苏州众勤会计师事务所合

作，采取模拟实训教学方法（该方法全称“众勤会计实训模

式”），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多次会计模拟实训，在学生中受到

了广泛的好评。本文以苏州众勤会计实训模式为例，就会计

实践教学改革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众勤会计实训模式简介

苏州众勤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2006年 9月，位于苏州工
业园区内，有员工 50多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27人，其余的多
有会计专业技术职称。该所主要经营范围为提供会计、审计、

税务、咨询和 IT服务。众勤会计师事务所在举办会计实训方
面具备了足够的实力与经验。

苏州大学于 2010年暑期开始与众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会计实训合作，具体做法是：校方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好实

训时间，明确实训要求及相关职责，签订相关协议，明确参加

实训的学生在规定时间直接到众勤会计师事务所报到，食宿

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安排。该会计师事务所有一个可容纳 30人
的实训教室，将学生分成 3人一组进行实训，全部由该会计师
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担任指导老师。学生 3人小组的分工是：
一人负责查阅凭证、一人负责上机操作、一人负责手工录入，

每隔一定时间相互交换工作。实训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大量原

始凭证的识别，判断具体发生的经济业务，并将记账凭证输

入财务软件，同时进行手工记录。

实训教室中配备两到三名工作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进

行现场指导，同学们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向指导老师提

问。此外，在实训期间还进行了职能模拟训练，由各位老师带

队组成职能部门，老师选取模拟企业单位一个月的原始凭

证，将其中的一部分抽出，让学生根据经济业务判断应该向

哪些部门收取凭证，收到凭证后应做哪些处理工作，此中，老

师可有意提供几张错误的单据和凭证，让学生将之找出并到

相关部门换取正确的凭证，以提高学生找错纠错的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可以看出，职能模拟训练较好地锻炼

了学生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加深了他们对各种原始凭证的

认识。整个实训期间，学生和实训指导老师之间积极互动、交

流，学生可以就各种会计问题提问，以便及时解决出现的问

题。每天实训结束后每个小组各派一名代表进行小结，和大

家分享在一天的实训中所学到的知识和遇到的问题。最后在

整个实训结束后，要求每位同学各写一份实训总结，在实训

总结会上相互交流经验、提出相关建议。

二、众勤会计实训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会计模拟实训这种实践方式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它的优点是：淤有助于会计操作技能的提高。与高校的“会计
模拟实验”（或称为“课程设计”、“会计大作业”）相比，会计模

拟实训所涉及的经济业务更加丰富且贴近实际，整个实训过

程中所接触到的业务基本囊括了一个一般制造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会遇到的大部分经济业务。同时在实训中要求同

学们根据真实的原始凭证直接编制记账凭证，这就需要同学

们具备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于有助于会计专业知识的巩
固。会计模拟实训加深了同学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很多同学都反映对一些以前不是很懂的会计知识点有了新

的认识。盂加深了对会计工作性质的认识。经过一个整期的
实训，同学们基本了解了作为一名会计平时所要从事的工

作，也明白了一名会计人员所必须拥有的认真、细心的从业

态度，必须保持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

果。榆能促进实训指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苏州众勤会计实训模式从 2010年 7月开始至今时间还

较短，还缺乏经验积累，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淤缺乏
相应的竞争考核机制。实训过程中，同学们的完成情况和工

作质量不尽相同，虽然绝大部分同学都十分积极认真，但也

有个别同学缺乏实训积极性，甚至消极偷懒。于涉及的企业
类型较单一。目前实训的企业———范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

一家典型的制造型外资企业，学生缺乏对其他行业经济业务

【摘要】探索会计实践教学的有效方法，一直是高校教学界孜孜以求的问题，为此，本文以苏州众勤会计实训模式为

例，并结合当前高校会计教学实践，探讨了会计实训模式的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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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度。盂实训时间较短。实训时间一般为 2周，除去辅导
老师辅导的时间，同学们要做 6个月的账，工作量相对较大。
榆实训的内容侧重于会计记账、算账以及编制会计报表等这
一层面，在审计、财务分析等方面的实践还较少。

三、改进建议

1. 围绕培养目标，进一步提高会计实训的质量和水平。
为了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基于实践应用能力的人

才培养框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了会计实训平台，并已将部分

08级、09级学生送往实训基地进行会计实训。实践证明，会计
实训是会计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提高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目前会计实训的档次还不高，实训的

重点是在会计账务处理等层面，这仅仅提高了学生的账务处

理能力，还不能满足社会对能进行财务分析、税务处理等的高

级会计人才的需要。因此，应提高会计实训的目标与要求，比

如在学生完成现行会计实训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根据实训单

位的情况撰写财务分析报告等，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为企业经营管理出谋划策的能力。目前，合作双方正在探

索延长实训时间、增加实训内容和实训科目等措施，全力保障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2. 拓宽会计实训的内容。会计实训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
于制造型企业，应进一步拓宽到其他类型的企业，使学生在毕

业后能适应多种类型企业的要求。在进行会计实训时，可以一

个跨行业的企业集团为蓝本，例如一些大型的综合股份制企

业，以其下属不同类型的子公司，如制造企业、商业企业、房地

产企业、金融企业等作为一个个模块分别进行模拟，再给出一

些母公司（企业集团）本部的经济业务（这算一个样本企业），

同时要准备多个样本，让学生实训后进行横向比较。这样进行

实训，可以使学生分别就不同类型企业的会计核算进行实训，

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使学生毕业

后能迅速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此外，还要适当增加一些后续

课程的模拟实训，例如财务分析、审计等。现在社会对高层次

会计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巨大，而作为高校的会计专业在培养

目标上应包含培养高级会计人才的任务。

3. 专项模拟实训与综合模拟实训相结合。对于会计实训
课程的具体安排，笔者认为应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在学完《会

计学》后或者在学习中间，安排一周的时间对会计基础知识进

行操作，实训课配合理论课进行，相关理论讲完后，紧跟实训。

其次，在学习完《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等主干课程以后，安

排两周左右的时间进行以制造型企业为对象的会计实训，要

求学生对制造型企业的会计核算、成本核算进行仿真操作，初

步完成培养报账型会计人才的目标。最后，在所有的课程教学

计划完成后，进行综合模拟实训，让学生有一个理论和实践全

面结合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专项模拟实训的基础上，将以

前几次的实验资料加上新的母公司的经济业务资料进行会

计、财务管理、审计等的模拟实训，还可以做一些跨专业的、跨

学科的创新性大型综合实验。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校外实

训基地，让学校与一线工作岗位直接连接，并进一步探索“带

薪实习”（已经开始探索），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的机会，使学生

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专项模拟实训与综合模拟实训相结合，可

以使学生及时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做到实训与理

论同步，用理论指导实训，为实训服务，同时循序渐进的实训

过程也有利于学生稳步地掌握相关知识。

4. 延长会计实训时间，提高实践教学的课时比重。现行
教学计划中实验教学课时数一般偏少，部分主干课程的教学

缺少实验环节；有的课程虽设置了实验课时，但是往往因理论

课时紧张而被挤掉。大多数学校只在第六、第七学期设置几周

的实验课程，不仅时间短而且内容也不够全面，导致效果不理

想。笔者主张从会计基础课程到主干课程都要设置实践环节，

即实验教学的安排要与专业理论课同步，或安排在对应的理

论课之后。在教师教授完相应理论课程后，实践环节应尽量将

学生送往实习基地，推行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加强校外实训

基地建设。延长会计实训时间，每学期至少有一到两门课程中

要设置实践环节，让学生每学期都有机会到实际工作单位实

训，提高实践教学的课时比重，根据教学内容和进度安排会计

实训的时间，两者并行授课，让学生一边学一边做，从理论到

实践，实践到理论，多次反复循环，使学生在牢固掌握会计理

论知识的基础上大幅度地提高实际动手能力。

5.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基于以学生应用能力培养
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理念，应当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建立起一套

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检验学生在实训教学中的学习效

果，从而进一步改善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为

避免有些学生出现只把实训当做任务、消极偷懒等情况，在实

训过程中可以引入一些竞争考核机制，根据学生的实训情况

进行相应的激励，进一步提高学生参加实训的积极性和实训

效果；还应对学生在实训期间的工作表现、业务操作能力、撰

写的财务分析报告、实训总结等的成绩进行评定。

四、结语

苏州众勤会计实训模式经过两年的实践，取得了初步的

成效，同学们通过实训提高了自身的会计操作技能，巩固了所

学的会计理论知识，也明确了会计人员所应有的工作态度，前

置了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是正式从事财会工作之前所进行

的一次高规格的真实演练，为今后投身会计工作岗位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当然，这种模式才刚刚起步，难免存在着一些需

要改善的地方，我们只有结合各方面的力量，大胆摸索，不断

改进，才能找到更多更好的实践模式，从而不断地提高会计教

学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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