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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存款清查的教学中，可以采用“任务驱动”的

教学方法，即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教学内容的特点，将

学习任务划分为各个具体的任务，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在

老师引导和点拨下，独立地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学

习，进而完成任务项目。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又能

将知识融入其中。下面具体介绍教学方法。

一、教师创设情境

2013年11月30日，东方公司出纳王晶收到银行发来

的对账单部分数据如表1所示；王晶登记的银行存款日记

账部分数据如表2所示。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银行对账单的余额为 174 800
元，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余额为 153 200 元，两者相差

21 600元，是不小的一笔数目，王晶犯愁了。东方公司实际

可以用的资金到底是 153 200元还是 174 800元？或哪个

都不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是王晶自己记错

账了还是银行记错账了呢？或是其他原因？

二、教师布置任务

像王晶这样对银行存款进行核对，就是我们将要介

绍的“银行存款清查”。假定企业和银行均已经先检查自

己账簿记录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确定企业应该登记的业

务均已正确登记。请同学们站在王

晶的立场去分析完成下列任务。

（1）同样都是对企业银行存款

的登记，为什么银行存款日记账和

银行对账单的余额有如此大的差

异？

（2）分析确定企业实际可以动

用的资金是多少？

（3）总结一下经过核对，能达到

什么样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进行核

对？

说明：由于上述业务仅涉及出

纳岗位，所以本情境不进行小组分

工，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再同桌讨论，

共同完成任务。

三、学生接受并完成任务，教师

加以引导

同学们在接受任务之后，给予

10分钟时间思考和讨论，然后请同

学们回答相应问题，并阐述其中原

银行存款清查的任务驱动教学法

吴 敏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成都 610101）

【摘要】银行存款清查相对其他资产清查要简单一些，不过很多同学在学过之后容易将未达账项搞混，无法正

确、熟练地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建议银行存款清查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以

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银行存款清查的认识。

【关键词】任务驱动 教学 银行存款 清查 未达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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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请同学们指出在分析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给予

指导。对于前文提出的出纳王晶，银行存款的对账业务，

同学们常见的问题有：

1. 为什么要用银行存款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核

对，而不用银行存款总账与银行对账单核对。

引导：因为银行存款日记账是由出纳根据经济业务

发生的先后顺序逐日逐笔登记的，能够更加详细具体地

反映银行存款的增减变动及结存情况，更便于逐笔与银

行对账单核对，而银行存款总账在不同账务处理程序下

登记的详细程度和登记的时间都不相同，不便于与银行

对账单核对账目。

2. 同一笔经济业务，同一张支票，为什么企业银行存

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的记录是在相反方向的。

如因销售商品收到的98#转账支票，在银行存款日记

账中登记在借方 15 000元，但在银行对账单中却登记在

贷方15 000元。

引导：对企业来说收到转账支票，意味着银行存款的

增加，而银行存款是企业的资产，资产增加了登记在借

方；而作为企业的相对方银行，收到转账支票，意味着企

业在银行里的存款增加，对银行来说是负债的增加应登

记在贷方。因此在核对时，要将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的贷

方和银行对账单的借方进行核对，将企业银行存款日记

账的借方和银行对账单的贷方进行核对。

3. 企业有关银行存款的业务是否一定要逐笔核对，

有无简便方法？

引导：由于银行存款是企业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是

企业重要的经营资产，因此企业对银行存款的监督管理

比较严格，为准确确定企业银行存款的实有数，必须对银

行存款逐笔核对。为较快有效地核对账目，建议核对时可

以先核对数字。

如第一笔因销售商品收到98#转账支票一张，银行存

款日记账借方登记 15 000元，在银行对账单上寻找贷方

的15 000元，再核对摘要是否因同一笔业务而发生的，这

样核对方便快捷，如表 3、表 4所示，在相应位置打表示

能对上的业务。

4. 对于银行存款日记账 11月 29日因收到A公司交

来的 355#转账支票一张归还前欠货款在借方登记的

3 800元，为什么在银行对账单中没有相对应的业务登

记？无登记会有怎样的影响？

引导：由于在核对账目之前已经确保双方账簿记录

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那么现在遇到的对不上的业务便属

于企业已经取得原始凭证并据以登记银行存款增加而银

行没有收到相关原始凭证没有登记银行存款增加的业

务，可以简称为“企业已收，银行未收”。该业务会导致银

行对账单余额比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少登记 3 800，待企

业将转账支票送存银行，银行才能相应地在贷方登记

3 800元。同理可以确定“企业已付，银行未付”的金额为

500元，该业务会导致银行对账单余额比银行存款日记账

余额多 500 元。“银行已收，企业未收”的金额为 25 000
元，该业务会导致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比银行对账单余

额少 25 000 元；“银行已付，企业未

付”的金额为 100元，该业务会导致

银行存款日记账比银行对账单多

100元，如下页表5、表6所示。

调节后的余额即企业实际可以

动用的资金均为 178 100元，说明企

业和银行没有记账差错。如果不相等

的话，表明一方或双方有差错，应进

一步核对，查明原因，并按照错账更

正的方法予以更正。

需要强调，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的编制只是为了核对账簿记录，确定

银行存款的实有数，以便合理安排企

业生产经营，提高银行存款使用效

率，不是要更正账簿记录，所以不得

根据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去调节其

账面金额，各未达账项在收到有关结

算单据时才能进行账务处理。

在解决这些疑问之后，同学们已

基本能完成本情境布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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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

加：银行已收，企业未收

减：银行已付，企业未付

调节后余额

金额

153 200

25 000

100

178 100

项 目

银行对账单账面余额

加：企业已收，银行未收

减：企业已付，银行未付

调节后余额

金额

174 800

3 800

500

178 100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2013年11月30日

企业

企业“补记”

银行

银行“补记”

实际可以动用的资金

单位：元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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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务总结与评价

1. 任务总结（知识概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配合

下，圆满地解决了出纳王晶的困扰。接下来由教师带领同

学们总结本任务涉及的知识内容。

首先是银行存款清查的方法：将银行存款日记账与

银行对账单进行核对的方法。

其次是在清查过程中发现的由于银行和企业双方凭

证传递时间或记账时间不一致而发生的一方已经登记入

账，而另一方尚未入账的款项称为“未达账项”。具体包

括：①银行已收，企业未收；②银行已付，企业未付；③企

业已收，银行未收；④企业已付，银行未付。

再次，对银行存款的余额进行调节，在相应余额的基

础上补记对方已登记入账但自己尚未登记入账的金额，

确定企业实际可以动用的资金：①
在银行存款日记账的余额 153 200
元基础上补记银行已经登记入账而

企业尚未登记入账的金额：加上“银

行已收，企业未收”的 25 000元，减

去“银行已付，企业未付”的 100元，

等于 178 100元；②在银行对账单的

余额 174 800元基础上补记企业已

登记入账而银行尚未登记入账的金

额：加上“企业已收，银行未收”的

3 800 元，减去“企业已付，银行未

付”的 500元，等于 178 100元。具体

体现在表 7中，即“银行存款余额调

节表”。左边是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

余额的调节，右边为银行对账单的

调节，调节后的余额为企业实际可

以动用的资金。

最后，总结银行存款清查的目

的是提供内容完整、数字准确和资

料可靠的会计信息。①通过对银行

存款进行清查，可以查明企业实际

可以动用的资金，确定银行存款实

有数和账面数之间的差异，查明原

因和责任，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差错，改进工作，从而保障账实相

符，提高会计资料的准确性。②通过

对银行存款的清查，可以查明银行

存款有无被非法挪用等情况，以便

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管理，切实保障

银行存款的安全。③通过对银行存

款的清查，可以查明银行存款的结

存和使用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经营

活动，加速银行存款的周转，提高银行存款的使用效率。

2. 任务评价。首先请同学们对自己的表现给出评价，

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并进一步激发学习者

的兴趣；其次由同学们给其他同学给予评价，激发同学们

自觉地去发现别人优点，补足自己的不足；最后由教师给

出评价，告诉同学们完成任务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目的

是通过任务引导同学们其自主学习和协助学习，进而驱

动同学们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还要鼓励同学们的求

异和创新的思维，以及积极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协作精

神，给予同学们积极肯定的评价，增强同学们的自信心。

主要参考文献

荣树新.银行存款清查方法创新：对账单余额调节法.
财会月刊（上），2012；6

13年

月

11

11

11

11

11

11

日

28

29

29

29

30

30

凭证

种类

记

记

记

记

记

号数

1191

1192

1193

110

115

摘要

支付78#现金支票

收到98#转账支票

收到托收的货款

支付105#转账支票

结转银行结算手续费

本月合计

借方

1 000

11 700

100






贷方

15 000

25 000





借或贷

贷

贷

贷

贷

贷

贷

余额

147 600

146 600

161 600

186 600

174 900

174 800

银行对账单

银行已付，企业未付 银行已收，企业未收

单位：元表 6

2014.3上·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