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之优化

【摘要】高级财务会计本身难度大、内容多、课时少，要想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势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基于

认知理论，尝试着借助数轴串联业务时点、研究简易线索示意图、寻找案例间的契合点、精心设计教学思路等多种优化方

式，旨在改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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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财务计是会计专业高年级的核心专业课程之一，其

难度大、课时少、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复杂，理解难度大，容易

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笔者尝试将教学思路渗透于

图示、线索等方式中，尝试对专业术语进行提炼，尝试寻找等

效关系、有效链接关联内容等，旨在为高级财务会计的教学

优化提供一个参考。

一、借助数轴串联业务时点，以图示显现各期账务关系

高级财务会计中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会受业务时点的

影响，后一时点的账务处理需要根据前一时点账务处理才能

得出。借助数轴串联这些关联的业务时点，并将前期账务处

理显现在数轴中对应时点的下方，根据显现的前期账务处

理递推后期，避免初学者对前期遗忘，对后期力不从心。该

方法形象直观，能够把握重点。

例如，2012年年末A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4000万元，其

中，甲公司出资 3600万元货币资金，取得其 90%的表决权。

2013年、2014年A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800万元、200万元，

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300万元、100万元。假定甲与A两公司属

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编制合并报表股权抵销的会计分

录时，将例题相关数据列示于图1上半部分，图1下半部分是

针对不同时点进行的合并股权抵销账务处理，前后各期的账

图 1 同一控制下合并报表股权抵销处理

2012.12.31

②长期股权投资 所有者权益 +变动
借：所有者权益4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3600（4000×90%）
少数股东权益400（4000×10%）

合并报表：合并日

无

无

合并日后
（=去年+变动）

①成本法 权益法 +变动

借：长期股权投资450［（800-300）×90%］
贷：投资收益450

②长期股权投资 所有者权益+变动
借：所有者权益4500（4000+500）

贷：长期股权投资4050（3600+500×90%）
少数股东权益450（400+500×10%）

③投资收益 股利 +变动
借：投资收益720（800×90%）

少数股东损益80（800×10%）
未分配利润（期初）0
贷：提取盈余公积0

应付股利300
未分配利润（期末）500

合并日后
（=去年+变动）

①成本法 权益法

借：长期股权投资540［450+（200-100）×90%］
贷：未分配利润（期初）450

投资收益90［（200-100）×90%］

②长期股权投资 所有者权益+变动
借：所有者权益4600（4500+100）

贷：长期股权投资4140（4050+100×90%）
少数股东权益460（450+100×10%）

③投资收益 股利
借：投资收益180（200×90%）

少数股东损益20（200×10%）
未分配利润（期初）500
贷：提取盈余公积0

应付股利100
未分配利润（期末）600（500+100）

变动（净利润：800，现金股利：300）
2013.12.31

变动（净利润：200，现金股利：100）
2014.12.31

①

③

调 调

抵 抵 抵

抵 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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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理关系已用箭头标示。

从图 1可以看出，高级财务会计涉及的合并报表需连续

编制，每期账务处理繁多，前后期具有关联。可以借助数轴串

联时点来解决上述问题，前期账务处理显现在数轴下方，各

种数据标示于图中，对照前期，能够促使学生快速准确地递

推出后期账务处理。

合并报表债权债务的连续抵销也可以借用数轴展现。例

如，某企业集团母公司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按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的 0.5%计提坏账准备。2012年、2013年、2014年年末

母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30000元、50000元、20000元，全

部为子公司的应付账款。针对上述资料编制债权债务抵销会

计分录，见图 2。如图 2所示，债权债务抵销处理的难点在于

连续几年编制抵销分录时，账务处理的数据难以确定，以数

轴的形式列示，各年连续编制时取数来源就一目了然。

300000
（调营业成本）

①
300000×25%=75000（调所得税）②
300000×75%=225000（调净利润）③

225000×15%=33750（调盈余公积）④
225000×85%=191250（调未分配利润）

{
图 3 重要前期差错处理

抵
销
处
理

债权 债务

余额/（去年+变动）

坏账
准备

资产减
值损失

借：应付账款30000
贷：应收账款30000

余额/（去年+变动）

借：应付账款——坏账准备150
贷：资产减值损失150

①去年：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50
贷：未分配利润（期初）150

②变动：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00
贷：资产减值损失100

①去年：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250
贷：未分配利润（期初）250

②变动：借：资产减值损失150
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50

借：应付账款50000
贷：应收账款50000

借：应付账款20000
贷：应收账款20000

20000

100

50000

250

30000

150

-30000+20000

-150+100

2012.12.31

债权债务余额

坏账（比例5%）

已
知
条
例

2013.12.31 2014.12.31

抵

抵 { {
图 2 内部债权债务抵销处理

此外，对于其他章节，只要账务处理涉及几个期间的都

可运用此方法。比如会计政策变更，借助数轴将变更前期（甚

至跨越几个期间）和变更当期的数据标示，变动的数据、需要

调整的数据则一目了然，不易出错。再比如外币业务，通过数

轴串联各时点（交易日、资产负债表日、结算日），将各期的账

务处理数据有效连接，形成严密的体系框架。

二、设计简易线索示意图，避免大量文字冗余效应

会计调整一章涉及众多调整分录，且一旦前面一笔会计

分录的数字出错，后面紧跟着的会计调整分录中的数字也会

出错。如果采用文字陈述这一系列的会计调整分录，则略显

繁锁，易产生冗余效应。这里可以以简易线索示意图来代替

大量文字描述，使数字间的关系一目了然，而且不容易遗漏。

例如，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发现 2013年漏记了一项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300000元，所得税申报表中未扣除该项

折旧费用，税法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假如 2013年适用的所

得税税率为 25%，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该公司分别按净利

润的 10%、5%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该重要差

错可以按图 3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根据图 3所示，按①、②、

③、④的顺序编制一系列调整分录，不仅可以防止遗漏会计分

录，也使数字间的运算关系一目了然，便于核对检验。凡是会

计调整这一章涉及调整分录的业务均可用这样的示意图快

速把握住调整线索，让学生运用一条线索学会一整章内容。

三、寻找案例间的契合点，巧妙安排案例群

为使学生跨越例题，看清高级财务会计本质，需要寻找

案例间的契合点，巧妙安排案例群。首先，选取一个简单例题

讲解，以此为基础，改变其中一个已知条件，引出另一种情

形；再改变其中一个已知条件，引出另一种情形。如此循环，

能够使学生对各例题进行鲜明对比，形成清晰的框架体系。

例如，对于合并业务账务处理，不同的对价形式、控制形

式等可以组合成多种题型。为引导学生快速把握众多例题，

并跳出例题，把握框架，可以选用同一组数据为基础，变换不

同的条件，逐步进行讲解。图 4以容易理解的资产对价为起

点，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条件，派生出不同情形。老师把握

住各情形的契合点，通过其教学思路和语言，引导学生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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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首先精心选定两种相似情形：情形①是在12月1日被

起诉，次年3月1日判决；情形②是次年3月1日被起诉。教师

通过两种相似情形的对比，引导得出各自的归属，并将对比总

结的定义与教材定义进行对接，再通过两个例题让学生运用

刚刚学到的定义加以判断，从而检验自己对定义的理解。

2. 提炼核心词汇，对比易混内容。比如，对于合并报表股

权抵销的编制，需区分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两种情

形。不同控制下，会计处理所需的抵销数字不同，而且易混

淆，如何快速区分是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在账面价

值与公允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相对应的核心词：

ì
í
î

同一控制下：账面价值 账面利润 账面未分配利润

非同一控制下：公允价值 公允利润 公允未分配利润

通过提出核心词汇，使学生形成条件反射，自觉主动地

对该知识点进行关注、对比，从而准确做出账务处理。

再比如，外币业务会计中，提出相对应的概念：

ì
í
î

本币账户：人民币账户 人民币余额 单损益

外币账户：双币账户 双余额 双损益

鲜明的对比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学生能够轻

松把握本币业务与外币业务的区别。

3. 寻找等效关系，有效链接关联内容。将复杂、陌生的内

容和简单、熟知的内容对接。比如，关于合并的账务处理，其

中合并所付出的对价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对价形式在同一

控制下要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记账，在非同一控制下又要以公

允价值为基础记账。而学生对这些对价以账面价值如何记、

以公允价值如何记感到很茫然。这里可以将账面价值视同结

转成本，将公允价值视同对外销售，从而转化为熟知的中级

财务会计内容，形成等效关系：

等效关系

建立等效关系后，可以进一步列举不同的对价形式，分

析其两种价值的计量，进一步检验等效关系（图6），从而为合

并业务账务处理奠定坚实基础。

4. 分离经济业务条件，轻松简化复杂业务。如合并业务

中涉及合并费用，可以分两步：先视同没有合并费用，只针对

合并进行账务处理，再针对合并费用单独进行账务处理。再

比如，合并报表编制涉及的递延所得税，同样可以视同没有

这一条件，最后再针对这一条件添加账务处理。此外，与发行

股票相关的手续费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分离方式。对于这些条

件进行分离，能够理清思路，有效简化复杂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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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例题间的本质区别，灵活应对参数变化的各种情形。 此外，合并报表日后编制、内部存货交易的抵销也可以

找到各种情形的契合点，变更各种条件，从而将相关联的例

题有效结合在一起并加以区分，清晰明了。

四、精心设计教学思路，有效展开内在本质

1. 打破常规教学思路，自然递推内在关系。要在有限时

间内让学生清晰地掌握高级财务会计相关理论，需精心设计

教学思路。以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定义的讲解为例，笔者没

有采用常见的方式，即先介绍定义，再举例，而是从举例到定

义再到举例。具体思路见图5（以未决诉讼为例）：图 4 企业合并业务账务处理

合并业务
账务处理

资产对价

股票对价

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100%

非100%
100%

非100%{
{
{

100%

非100%{
100%

非100%{

{

{

设定
情形

①
②

起诉

无

判决

起诉

调整

非调整

对比

总结
定义

再举例

检验

日后调整事项例题

日后非调整事项例题

资产负
债表日

1.1 12.1 12.31 3.1 4.1

属于

属于

{

图 5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分类示意图

ì
í
î

同一控制下 =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结转成本

非同一控制下 =以公允价值为基础 =对外销售

对价形式

银行存款

账面价值

银行存款

公允价值

银行存款

产品

专利权

库存商品

无形资产

累计摊销

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无形资产
累计摊销
营业外收入/支出

交易性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

股本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股本

交易性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股票
（持有他人）

股票
（自己发行）

{

{
{
{

{

{

图 6 合并对价的不同价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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