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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1月 16日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

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指出：

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是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

点，要按照突出应用性、实践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

学内容；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依据此规定，高

职院校应按照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构建模块课程，通过理论

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紧密

结合。为了解近十年来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岗位化模块课程的

构建与实施情况，研究和实践岗位化模块课程，江苏省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基于双准则下高职会计专业工学结

合课程体系的研究”课题组进行了调研。笔者根据课题组对

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调研数据和知网检索有关

论文的盘点数据展开了一系列分析。

一、岗位化模块课程构建与实施情况

（一）江苏省高职院校的调研分析

课题组从 2013年 4月起对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进行追

踪调查。调查对象是2013 ~ 2015年参加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会计项目的参赛院校，调查地点是江苏财经职业技

术学院，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2013年发出调

查问卷42张，收回40张，访谈了24所院校；2014年发出调查

问卷48张，收回45张，访谈了28所院校；2015年发出调查问

卷 50张，收回 47张，访谈了 27所院校。三年收回的问卷均为

有效问卷。

笔者从上述调查资料中整理出与本文相关的信息，编制

了江苏省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课程改革调查统计表（见表 1）。

表 1的数据显示，《财务会计》是江苏省高职院校改革最多

的一门课程，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至2015年已有25所院校，占

调查对象47所院校的53%；《会计电算化》课程的改革院校数

量居于第二位，从 2013年 6所院校（占调查对象 40所院校的

15%）增加到2015年23所院校（占调查对象47所院校的49%），

增长了近三倍；其他课程的改革院校数量少，且近三年没有太

大的变化。上述数据表明，三年来江苏省被调查的高职院校

一直在进行学科课程的改革，没有挣脱学科课程的束缚。

访谈得知，各高职院校普遍认为《财务会计》课程理论性

太强，经济业务难度大、种类繁多，与实际会计岗位的工作内

容脱节，单纯的理论教学效果不佳。该课程的改革是将会计

岗位分为出纳、资金核算、往来结算等若干岗位，将原来的内

容重新按岗位组合，并按岗位实施教学，基本内容变化不大。

由于教材、场所及师资不配套，该课程还不能完全实施理论

与实践的一体化教学。

从 2013年起，江苏省组织高职院校进行会计技能比赛，

各高职院校为参加会计技能大赛，纷纷购买了用友ERP和网

中网软件，受之影响，各校对《会计电算化》课程进行改革，使

该课程改革的院校数量迅速增加，说明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年份

2015

2014

2013

课程名称

财务会计

25

21

18

成本会计

4

3

3

基础会计

1

1

1

会计电算化

23

13

6

纳税会计

1

1

0

其他

1

0

0

表 1 江苏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课程改革调查统计

高职会计岗位化模块课程建设调研

【摘要】会计专业岗位化模块课程是近年来高职院校比较热门的课程之一，笔者根据课题组对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

会计专业的调研数据，以及中国知网检索有关论文的盘点数据，对江苏省及全国的会计岗位化模块课程教学情况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了课程构建与实施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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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调查得知，三年来上述所有被调查的院校都以

《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以一般纳税人和制造业为对象进行

会计专业的教学，没有以小规模纳税人为对象、分行业讲解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院校，一些院校为弥补行业的空白，开设

了《行业会计比较》课程。

（二）中国知网检索论文的统计分析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盘点了 2006 ~ 2015年有关会计课程

的改革情况。其中，2006 ~ 2008年无相关课程的改革论文。由

于高职会计专业课程改革还停留在学科课程阶段，检索与“会

计岗位化模块课程”匹配的论文，样本量很少，与本文有关的

样本就更少。因此，笔者检索了包含“会计课程”这一关键词的

论文，经过盘点整理出高职会计专业课程的改革论文 134

篇，从而编制了高职会计专业课程改革论文统计表（见表2）。

表2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起各高职院校开始对会计专

业的课程进行改革，改革最多的课程是《财务会计》课程，而

《会计实务》、《会计岗位实务》与《财务会计》的内容相同，可

将其归为一类（共69个样本），占样本总数134个的51%；位居

第二至第四位的依次是《基础会计》、《会计电算化》、《成本会

计》，分别占样本总数134个的16%、13%和8%。

上述四门学科（即《财务会计》、《基础会计》、《会计电算

化》和《成本会计》）课程之和占样本总数的88%以上，说明会

计专业的课程改革还停留在学科课程上，课程内容没有打破

学科体系，重组的课程内容是原学科课程内容的重新分配。

如王宁（2013）研究发现，投资核算岗位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

股权投资的核算，其实就是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的组

合，这进一步证实课程内容尚未打破学科体系。

笔者对上述第一类69个样本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发

现所有样本都是按会计岗位进行的课程改革，说明按岗位进

行课程改革在全国高职院校已经达成共识。研究发现：设置

会计岗位最少的有5个，如刘潇亭（2011）设置了出纳岗位、财

产物资核算岗位、成本费用核算岗位、收入利润核算岗位和

总账报表核算岗位 5个岗位。设置会计岗位最多的有 12个，

如李萍（2011）就设置了12个岗位，这些岗位的设置虽然符合

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但这些岗位划分过细，

与中小企业的会计岗位的实际设置不符。规模小的中小企业

一般只有一名会计，或只有出纳和会计两名财务人员，规模

大的企业一般会设置出纳、会计、会计主管岗位，需要成本核

算的企业则会设置成本会计岗位，但一般也就 4到 5名财务

人员，不会细分到往来结算、财务成果核算、资金核算和总账

报表等岗位。

上述论文样本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同，有的只有一种方

法，如杨丽萍（2014）采用的是任务驱动教学法，有的是多种

教学方法的结合，如李飞凤（2015）采用的是项目教学法、情

境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这说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观念

已经转变，开始注重实践教学。但在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

相脱节、先理论后实践的现象仍然存在，如杨丽萍（2014）提

出要在课程结束前开展一周的实训，还没有将理论与实践融

为一体。

此外，笔者对2013年以后的47个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

只有杨丽萍（2014）的论文中提到《小企业会计准则》，但并没

有明确说明如何在模块课程中融合运用《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知识点。

可见，江苏省高职院校中，通常以一般纳税人、企业会计

准则的教学为主，忽视了小规模纳税人、《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教学；注重制造业的会计教学，忽视了商业、服务业等其他

行业的会计教学。

麦可思中国大学生2013年就业报告统计的数据显示，高

职院校61%的毕业生就业于民营（或个体）企业；2012年高职

高专 55%的毕业生就业于 300人以下的中小规模的用人单

位。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小规模纳税人，依据《小企业

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且用人单位涉及行业种类较多。显

然，各高职院校以制造业的一般纳税人为对象，运用企业会

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与学生的就业单位与岗位不符，违背

教高［2006］16号关于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

规定。

二、岗位化模块课程构建与实施的建议

（一）岗位化模块课程构建

如表3所示，高职会计专业教学应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单

到复杂的一般教学规律。

构建岗位化模块课程，从纳税人和适用准则来看，应从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核算开始，逐步上升

到一般纳税人适用《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核算，再进一步加深

难度，上升到一般纳税人适用企业会计准则核算的螺旋式上

升的趋势。

从行业来看，应从不需要成本核算的商业、服务业开始，

逐步加深难度到需要简单成本核算的服务业、制造业，最后

再延伸到需要较复杂成本核算的制造业、建筑业。

年份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合计

课程名称

会计
实务

0

2

1

1

2

2

1

9

财务
会计

2

11

7

9

9

8

7

53

成本
会计

0

0

0

3

5

1

2

11

基础
会计

2

4

3

3

6

4

0

22

会计
电算化

1

7

2

2

2

4

0

18

会计
岗位实务

0

1

0

3

3

0

0

7

纳税
实务

0

2

1

3

0

0

0

6

其他

1

0

0

4

3

0

0

8

合
计

6

27

14

27

31

19

10

134

表 2 高职会计专业课程改革论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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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小企业会计岗位操作实务（上）》为例，阐述岗位

化模块课程的构建。中小企业会计岗位的工作内容为：会计

人员依据国家法律及财务制度的规定完成中小企业一定时

期的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纳税申报等。因此，

《小企业会计岗位操作实务（上）》课程至少应包括小企业内

部财务制度的制定、经济业务的核算、会计报表的编制、财务

软件的应用、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申报五项内容。

企业应依据国家统一的财务制度，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

生产经营特点以及管理要求制定企业内部财务制度。会计人

员将依据内部财务制度进行经济业务核算，如企业出差人

员报销差旅费，需要依据差旅费报销制度填写差旅费报销

单，财务人员根据财务制度对其进行审核等。因此，岗位化模

块课程的第一项内容应是制定财务制度，包括小企业费用报

销和审批、借款审批、财产物资的监控及核算办法等制度的

制定。

《小企业会计岗位操作实务（上）》是《基础会计》的后续

课程，是学生学习的第一门专业课程，以简单易操作为原则，

应以不需要计算产品成本的小型商业、服务业等企业为对象

组织教学内容。将真实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纳入模块课程

中，至少应有两个行业企业半年的经济业务资料。由于现实

中小规模企业的经济业务类型少，过于简单，每月的经济业

务基本相同，为逐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每月应增加一些

类型的经济业务，还可掺杂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业务，设计一

些陷阱，让学生学习如何审核凭证，并进一步辨别经济业务

的真伪。在报表模块主要讲解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编制，

要求学生每个月都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用半年的业

务编制上述两个报表，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

财务软件可介绍类似于金蝶KIS财税王迷你版的软件，

让学生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能应用简单的软件工具为企业

记账。纳税申报课程通常直接讲解小企业的网上纳税申报系

统。目前小企业是按季度申报增值税、附加税及预缴企业所

得税，因为给定的是半年的会计核算资料，因此可以提供两

次实践机会。

（二）岗位化模块课程实施

岗位化模块课程的实施可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这里的

任务就是指小企业的会计核算。

首先，实施过程中应编写模块课程的《导学手册》（以下

简称“手册”），以便指导学生完成岗位任务。手册形式上可以

是纸质的，可以是电子的，内容应包括每个岗位的工作职责，

完成工作任务的流程及所需要的用具，相关注意事项等。手

册起到产品说明书的作用，学生依据其按步骤进行岗位工作

的实际操作。

其次，学生完成岗位工作应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营

业务流程，熟悉企业的经济业务背景。因此，开课之初，应带

领学生熟悉企业，给学生一个感性认识。

再次，应采用师傅带徒弟式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方式。整

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凭借企业真实原始凭证的复印件，参考

教材和《导学手册》，从阅读和审核原始凭证开始，完成填写

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的一系列工作，教学过程中老

师起辅助作用，为学生解答疑问。每门模块课程至少有两个

不同行业的任务，分别在课上、课后完成，学生实际操作各行

业的经济业务核算，为多个行业记账，这样远比只给学生讲

解《行业会计比较》效果要好。

最后，岗位化模块课程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学科体系，而

老师还是之前的老师。让原来讲授会计的老师去讲授会计

制度设计，对于老师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教学效果也不一定

好。因此，实施岗位化模块课程不能将一门模块课程交给一

位老师来完成，教师们也应轮流讲授。即若涉及税法知识，就

由原来的税务会计老师来辅导学生；涉及会计制度设计，就

由会计制度设计老师来辅导学生。这样既解决了模块课程没

有师资的问题，又改善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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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1

2

3

4

5

会计
岗位

出纳、
会计

出纳、会
计、成本
会计

会计、成
本会计、
会 计 主
管

会 计 多
岗位、审
计助理

模块课程

基础会计、财经法
规、会计电算化

出纳岗位操作实务
（上）、小企业会计
岗位操作实务（上）

出纳岗位操作实务
（下）、小企业会计
岗 位 操 作 实 务
（中）、成本会计岗
位操作实务（上）

小企业会计岗位操
作实务（下）、成本
会计岗位操作实务
（下）、会计主管岗
位操作实务

企业会计岗位操作
实务（多岗位）、审
计岗位操作实务、
ERP系统应用

会计准则

教学以考证要求为准

小企业
会计准则

小企业
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
准则

企业会计
准则

纳税人

小规模
纳税人

一般
纳税人

一般
纳税人

一般
纳税人

行业

商业、
服务业

商业、
服务业、
制造业

制造业、
建筑业

制造业、
建筑业

表 3 会计岗位、模块课程、会计准则、纳税人
及行业的匹配表

□教学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