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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基础会计学》教材的定位发生了“错位”，导致教师的误读、误导以及学生的误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本文认为，《基础会计学》应以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为核心建立教材架构，以企业的实际案例为主导充实

教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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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学》现行教材的弊病

及新教材编写构想

教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是落实教学大纲和实现教学计

划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基础会

计学》是会计学专业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必修课程。让学生走上

工作岗位后熟练地进行会计核算、编制会计报表以及基于报

表信息分析经济状况，既是《基础会计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

也是《基础会计学》教材编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我国现

行的《基础会计学》教材已出现“国家精品课程教材”、“省级精

品课程教材”、“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省级‘十一五’规划

教材”等多种版本，并且各个版本教材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但以工业企业的会计核算为背景，依次编入会计基本概念和

原理、记账方法 、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会计账务处理流程 、

财产清查 、会计报表和会计组织形式等，仍是这类教材的共

同特征。教学实践表明，现行《基础会计学》教材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此，本文从能力导向的会计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出发，在对现行《基础会计学》教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础会计学》教材的改革和编写构想。

一、对现行《基础会计学》教材的分析

1. 教材目标定位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笔者认
为，现有版本众多的《基础会计学》教材在目标定位上存在“错

位”。《基础会计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非常强的会计

学入门课程，在整个会计学专业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该课程的目标和内容设计既直接关系到学生对整个会计

学科的基本印象，又关系到能否激发学生对会计学科的学习

兴趣，以及能否为将来的系统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然而，现行《基础会计学》教材的目标定位无一例外

都是从培养会计专业人才的基本技能出发，教材架构几乎大

同小异。

2.教材目标定位发生了“错位”，违背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基础会计学》课程目前几乎是所有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程，

而现行的《基础会计学》教材却将其定位于会计学专业使用，

忽略了非会计学专业的使用需求。这种教材目标定位方法与

学生的认知规律相违背。无论是会计学专业学生还是非会计

学专业学生，最初对他们的本能定位只能是非会计专业人才，

他们都是从对会计毫无认知的“门外汉”逐步过渡成为会计专

业人才，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将《基础会计学》教材

的目标定位于会计学专业学生使用，据此目标编写的教材，内

容上既不能满足非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又不能

很好地满足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实际上，不分“青红

皂白”地将大量详细的会计核算方法编入《基础会计学》教材，

对于非会计学专业学生来说几乎没用；就会计学专业学生而

言，在对整个会计学科框架没有基本认识之前，过早进入非常

程序化的操作层面来学习会计理论，会让学生产生一种“先入

为主”的认识，即认为“会计就是以借贷记账方法为工具的‘记

账、算账、报账’等简单程序性工作”。这实际上既违背了会计

学既是管理科学又是管理艺术的学科性质，又与学生的认知

规律和专业培养目标相违背。

3. 以“会计基本理论+会计核算方法”作为教材编写架
构，易使初学者产生认知偏差。现有的《基础会计学》教材编写

架构呈现两种态势：要么几乎没有理论，要么在前几章“堆积”

理论，其中后者所占比例超过 90%。就后一类教材而言，教师
在实际教学中会发现，如果教师将所谓的会计涵义、学科框

架、会计目标、会计特点、会计前提、会计原则、会计要素、会计

等式等“一股脑”集中讲授给学生，课堂上和教材中“充斥”大

量的会计学专业名词，这种看似“深奥的理论”、“晦涩难懂”的

名词往往会使学生“误解”《基础会计学》的知识难以掌握，从

而导致其丧失学习《基础会计学》的兴趣。同时，如果过分强调

技术层面的会计核算方法，这既可能产生教材内容与“会计基

本理论”难以有效衔接的问题，又有可能导致学生对会计学专

业的认识产生偏差。可见，以“会计基本理论+会计核算方法”
架构编写的教材易使初学者对会计学科和会计专业的认识产

生偏差。

4. 教材目标定位“错位”的直接影响：教师误导、误读以
及学生的误解。现有《基础会计学》教材的错误定位，误导了大

批《基础会计学》的授课教师：既然《基础会计学》就是“会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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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会计核算方法”，那么整个教学环节就以“会计基本
概念+具体操作流程”的讲解为主。这样操作的后果是：教师
还没来得及介绍会计报表，课程就已接近尾声。正因为如此，

现阶段高校里很多年轻教师都抢着讲授《基础会计学》课程。

可想而知，基于这类教材和师资组织的《基础会计学》教学，会

使大批非会计学专业学生不知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体现

在何处，不了解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而会计学专业学生要

么到毕业还没有入门，要么在初始错误的定位下，将会计学专

业课程的学习重心变成编制“会计分录”，且在实务操作中生

搬硬套“会计分录”。许多学生学完《中级会计学》课程后，只会

对会计主体的基本业务进行确认、计量，只知如何做，不知为

什么这么做，不知所做的“会计分录”意义何在。

二、新的《基础会计学》教材的编写构想

1. 教材定位：由会计信息供给向会计信息需求转变。会
计被认为是一种管理工具，是一种提供信息的途径，是一个经

济信息系统或是一种管理活动。鉴于此，《基础会计学》教材的

目标应定位于：让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报表有充分的了解，

帮助信息使用者掌握分析会计报表所必需的会计知识；着眼

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彻底改变现有教材定位于会计信息供给

者的状况。

新的教材从学生本能定位出发，以降低学生初学的难度：

一方面，将学生定位为一位决策者，极大调动学生学习会计知

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以会计报表的认知为目标，帮助学生

建立对“会计”较高层次的认识。

为了实现新的教材定位目标，笔者认为，需要对现行的

《基础会计学》、《中级会计学》及《会计制度设计》课程内容进

行重新调配：对于具体的程序性技术，例如会计业务流程等内

容归入《会计制度设计》课程；与确认会计信息紧密结合的凭

证、账簿等内容归入《中级会计学》课程。现行的《基础会计学》

与《中级会计学》的教材内容分配界限模糊，很多学生搞不清

《基础会计学》与《中级会计学》存在何种关系。

2.“以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为核心建立教
材架构。新的教材以会计目标为核心建立教材架构，教材构建

的重心放在会计信息使用者（学生）运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的

能力培养上。教材框架为：在对会计信息系统框架包括财务会

计信息和管理会计信息进行概括性介绍的基础上，主要站在

外部信息需求者（投资人、债权人等）的角度，重点介绍会计信

息系统。

新教材的整体架构以“会计目标”为导向，以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为主线，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基础，将

会计信息系统中的会计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专业术语，

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如何应用会计原则、概念、规则和标准等置

于会计报表范围内。

3. 以企业实际案例为主导构建教材内容。会计学科具有
独特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对会计学专业课程的教学，除

了应把握所有课程教学所存在的共性外，还应弄清其存在的

一些特性。把握会计学专业课程教学的独特性，是有效进行会

计学专业教学、培养高素质会计专业人才的关键。鉴于此，新

教材的内容设计应摒弃枯燥乏味的理论陈述，以生动、活泼、

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贴近生活的实际案例，作为教学载体。初

步设想如下：选择以一个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和一个中小型服

务类企业为范例，探究其实际经营过程产生的各种会计信息，

并通过选取大量的主题案例作为补充，让学生在交流、思考、

分析、探究中认识会计要素、会计账务处理流程、会计信息需

求、会计信息获取路径等会计学相关知识，加深学生对会计信

息的理解并正确认识会计信息系统。

三、新的《基础会计学》教材的内容设计

为了实现上述新的《基础会计学》教材编写构想，教材内

容可以引入大量的企业实际案例。总体而言，教材内容可以设

计为如下四个模块：

第一部分，编写会计信息整体框架。考虑到学生此时还不

具备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在这里拟以许多小企业的实际案

例穿插介绍会计相关信息。案例设计避免过于复杂，争取在轻

松愉快的案例讲述氛围中穿插介绍会计信息的传输途径、使

用工具、表达方式等相关内容，避免堆积使用大量的会计专业

术语使初学者产生恐惧心理，调动学生学习会计知识的积极

性。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设计的案例绝不能等同于现有教材中

为了简单应用而举的“例子”。

第二、三部分，分别编写有关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内

容。两张报表的解读是该教材编写的重点内容。在教材实际编

写过程中，应将与两张报表具有密切联系的会计核算内容，如

存货与销售成本、固定资产清理与折旧、利润核算与利润分配

等，作为这部分编写的重点，以使初学者在认知会计报表的同

时掌握必备的会计基础知识、会计基本概念和会计基本规范。

第四部分，编写有关现金流量表的内容。该部分内容主要

帮助学生充分认识现金流的重要性，了解现金流量表与利润

表的不同作用，学会解读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并以案例的形

式帮助学生在脑海中“建立”三张会计报表的整体轮廓，使其

初步掌握和理解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法。

总之，基于上述目标定位、编写构想和内容设计而编写的

《基础会计学》教材，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形象、具体、可感条件

下掌握《基础会计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而且符合经管类专业

的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同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

应用能力、问题处理能力和实际应变能力，进而使学生的综合

素质得到培养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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