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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讲解
——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对比

柳秋红

（攀枝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四川攀枝花 617000）

【摘要】本文针对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分别引入归纳法与演绎法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效

果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以归纳法为主、演绎法为辅进行教学，是一种既有侧重点又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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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所得税会计教学中

的重点和难点内容，为了更好地使学生学习和掌握本章

节的教学内容，我们试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本文通过教

学效果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以归纳法为主、演绎法为辅

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方法。

一、归纳法与演绎法概述

归纳法又称归纳推理，同演绎推理相对，即由特殊推

到一般的推理过程。在教学中运用归纳法即是让学生在

学习归纳推理过程得出结论并获得知识的一种教学方

法，它通常与启发式教学相结合。归纳法的实质是启发学

生从现实世界具体事物出发，探索发掘新的知识和理论。

其主要特点是学生在学习中不受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局

限，鼓励其发挥自己的新见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

能力。但该方法还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可能会使学生掌握

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在学习中走弯路。

演绎法又称演绎推理，同归纳推理相对，即由一般推

到特殊的推理过程。用演绎法施教要求教师从已知最抽

象最高深的大原则、大定理开始，进行一步步的深入推

演，它常与演讲式、灌输式相联系。演绎法的实质是依靠

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去认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

其主要特点是基于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学

生的模仿能力，形成思维的条理性、层次性、逻辑性，系统

地把握知识，夯实基础。但是演绎法中纯理性抽象的成分

多，容易产生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不利于学生主动性、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归纳推理是从特殊性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而演绎推

理则是从一般到特殊性的认识过程。归纳推理的结论一

般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完全归纳推理除外），而演

绎推理的结论和前提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其结论不会

超出前提所断定的范围。一个演绎推理只要前提真实并

且推理形式正确，那么其结论就必然真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是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工具和方法，它们是对立统一的，既

各有侧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互相依赖。从唯物辩证

法的观点来看，演绎推理通常来自于归纳推理概括和总

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归纳推理也就没有演绎推理。

而归纳推理也离不开演绎推理，归纳的分析、综合过程所

利用的工具（概念、范畴）是归纳本身所不能解决和提供

的，这需要借助于理论思维，依靠人们先前积累的一般性

理论知识的指导，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活动。

二、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教学方法选择

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属于整个所得税会计

教学章节中的核心内容。从往届学生反馈的信息来看，掌

握它有较大的难度。为了摸索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我们

在本学期教学中将会计班学生随机分成两个班级即会计

一班（69人）和会计二班（73人），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进

行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教学，然后对比学习

效果来选择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我们采用了上述较为成熟的

归纳法与演绎法。教学中对会计一班学生主要采用演绎

法进行讲解，从所得税会计定义入手，重点介绍所得税会

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定义。我们认为“资产负债表债务

法是从资产负债表出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

资产、负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

法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对于两者之间的差额分别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关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每一会

计期间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演绎法下整个教学过程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定义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程序→资产负债账面价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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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计税基础→可抵扣（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递延所

得税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账务处理。

我们对会计二班学生主要采用归纳法进行讲解，首

先提出学习目标是计算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需纳税的问

题，同时说明现行会计准则要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进行税务处理。由此引入所得税会计的定义即“所得税会

计是研究和处理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一种会计理

论和方法，是会计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研究企业

经营过程中所需纳税的问题”。然后由所得税会计定义引

入“什么是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讲解过程

中，要求学生从资产负债表的观念出法，分析资产负债账

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存在的差异，推导出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及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应引出递延所得税资产

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并在分析中引导学生探讨递延所得

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条件问题。最后，引导学

生推论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定义，总结归纳出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的核算程序以及具体的账务处理。

归纳法下整个教学内容的逻辑关系是：资产负债表

债务观→资产负债账面价值→资产负债计税基础→可抵

扣（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

税负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定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核算程序→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账务处理。

三、归纳法与演绎法的教学效果对比

在运用归纳法与演绎法的教学方法讲解完所得税会

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后，对两个班的教学效果进行问卷

调查。发放会计一班问卷69份，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

69份；发放会计二班问卷73份，回收问卷73份，有效问卷

73份。问卷设计分为三个版块，即对相关概念定义的理

解、相关项目计算及账务处理。

1. 相关概念定义的理解程度对比分析。在第一板块

相关概念定义部分，我们重点考察了学生对所得税会计

定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定义、资产及负债账面价值定

义、资产负债计税基础定义等几个方面。问卷结果显示，

归纳法下学生对所得税会计定义的理解显明优于演绎

法，在归纳法下 58.9%的学生完全理解此定义，完全不理

解的学生为1.4%，但是演绎法下仅有44.9%的学生认为自

己完全理解此定义，与归纳法相比低了14个百分点，而完

全不理解的学生达到 7.2%，比归纳法高了 5.8个百分点。

出现这一差别的原因是，在归纳法教学下，学生对于所得

税会计定义的学习领会，基于了对以前所接触过的应付

税款法及利润表的纳税影响会计法的总结归纳，从而加

深了对推导概念的理解。

对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定义的理解，认为完全理解

此定义的学生在归纳法下和演绎法下均达到50.7%，在归

纳法下基本理解此概念的学生达到42.5%，演绎法下基本

理解此概念的学生达到46.4%。可见，两种教学方法，对于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解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于资产负债账面价值、资产计税基础和负债计税

基础的理解，演绎法均略高于归纳法。比如对于资产负债

账面价值的理解，演绎法下 69.6%的完全理解，没有完全

不理解的学生，而在归纳法下 64.4%的学生完全理解，而

还有 4.1%的学生觉得自己完全不理解。在演绎法下对于

资产计税基础的理解67.6%的学生完全理解，4.4%的学生

完全不理解，而在归纳法下对资产计税基础完全理解的

学生有 60.3%，完全不理解的学生有 5.5%。对于负债计税

基础的理解，演绎法下 58.8%的学生完全理解，2.9%的学

生完全不理解，归纳法下完全理解的学生有 56.2%，完全

不理解的学生有5.5%。由此可见，学生对于资产负债账面

价值、资产计税基础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理解，演绎法下教

学效果稍微优于归纳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演绎法下对于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定义分解的讲解，结合相关概念讲得

深入浅出，取得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2. 相关项目计算的理解程度对比分析。在调查过程

中我们选择了资产负债账面价值的计算、资产负债计税

基础的计算以及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

计算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看

出，两种方法下对于相关项目计算的教学效果差别不大，

演绎法教学效果相对略好于归纳法。例如对于资产负债

账面价值的计算，归纳法下完全理解的学生有 68.5%，而

演绎法下完全理解的学生有69.6%。完全不理解资产负债

账面价值计算的学生归纳法下少于演绎法，归纳法下有

1.4%，演绎法下有 2.9%。对于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计算，

归纳法下完全理解的学生有57.5%，完全不理解的学生有

2.7%，演绎法下对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计算完全理解的

学生有 58%，完全不理解的学生有 1.4%。对于递延所得税

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算，归纳法下完全理解的

学生有 50.7%，完全不理解的学生有 5.5%，演绎法下对递

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算完全理解的学

生有52.2%，完全不理解的学生有4.3%。

3. 核算程序及账务处理的理解程度对比分析。我们

深深体会到，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教学的难点

和重点，最后集中在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核算程序和

账务处理的把握上。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归

纳法下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演绎法。如对于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核算程序，归纳法下完全理解的学生达到 43.8%，

完全不理解的学生有 5.5%，而在演绎法下对于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核算程序完全理解的学生只有29%，低于归纳法

14.8个百分点，在演绎法下完全不理解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核算程序的学生有11.6%，高于归纳法6.1个百分点。其原

因是，演绎法下讲解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定义后就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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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核算程序，学生对于定义的理解还

不够透彻，这时转入探讨核算程序，必然导致学生对该内

容难以理解。而在归纳法下，引导学生在自主推导出资产

负债表债务法的定义后再自行归纳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的核算程序，所有过程都是学生自己努力参与推导，因此

在理解方面更加深入透彻。

再看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账务处理的教学效果，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归纳法的教学效果同样明显优于演绎法。

归纳法下对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账务处理完全理解的学

生占 39.7%，完全不理解的学生占 4.1%。而在演绎法下对

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账务处理完全理解的学生占26.5%，

低于归纳法下13.2个百分点，完全不理解的学生占7.4%，

反而高于归纳法下 3.3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在归纳法下

学生对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账务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而演绎法明显逊于归纳法。

四、结论

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两种教学方法的教

学效果对比表明，对于概念和计算的理解两种方法不相

伯仲，都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对于资产负债表债

务法的核算程序和账务处理方法这两个难点和重点，归

纳法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演绎法，这和两种教学方法自

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归纳法更多地倡导研究性的、自主思

考能力强的学习方法和效果，因此对于字面理解比较难

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而言，这种相应的探究性、启发式的

教学方法最终更容易让学生掌握该部分内容。

当然，归纳法和演绎法施教应该相互渗透灵活掌握，

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教学是创造性劳动，它本身就该因

人因材、因时因地而变，就一门课程而言，有的章节可用

归纳法，有的章节也可用演绎法，就一堂课来讲归纳与演

绎也可交叉运用。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的教学方法选择应以归纳法为主，同时辅以演绎法强化

对相关概念的理解，这种既有侧重点又相互渗透的教学

方法才会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注】本文系攀枝花学院会计学省级特色专业（项目

编号：ZY68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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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会计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蒋训练（副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广东中山 528400）

【摘要】本文介绍了《初级会计学》教学中采用“先实后理”的教学方法，即先展示财务报表，后阐述会计基础概

念和要素内容。实践证明，该教学方法可激发学生兴趣，进而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值得推荐。

【关键词】初级会计学 教学体系 反向目标教学 账户

《初级会计学》是各高校财务会计类专业的核心基础

课程，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后续各门课程的先修课

程。学好这门基础课程，对学生非常重要。本文特对初级

会计学教学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初级会计学》在会计课程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及

难度问题

《初级会计学》作为会计学专业的入门课程，其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这些

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是学习后续会计课程的基础，贯穿

于整个会计学体系的全过程。如果学生初级会计学知识

掌握得不熟练不牢固，必定会对整个会计学课程的学习

带来困难。因此，《初级会计学》课程在教学上占有十分重

要的基础性地位，其主要难点是如何让学生理解和掌握

初级会计学的核心内容。

首先，会计学科的特色决定其学习难度。会计学科的

内容与其他学科差异巨大，其方法和技能是一门全新的

“另类”课程；与中学所学课程内容关联度极低，对学生来

说一切从零开始。学生在学习时觉得理解困难是不言而

喻的。如果教学方式方法不当，甚至会出现授课半个学期

后学生仍然一知半解，不知老师所云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