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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高专财会类专业学生会计电算化能力培养现状

1. 培养目标定位不合理。高职高专院校会计电算化能力
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合理主要有两种体现：一种是培养目标的

方向性偏差；另一种是培养目标片面，重点放在知识、技术的

传授，而忽略了能力的培养。前一种培养目标是指学校未充分

认识到社会对高职高专财会类学生的实际岗位需求，将培养

目标定位在培养软件开发型人才上；后一种培养目标虽然考

虑到社会对高职高专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但对应用型人才理

解片面，只突出强调对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忽略了能力和素质

的培养。

2. 教学内容体系不完整。学生会计电算化综合素质的培
养需要以一系列的课程为基础，这里面既有会计类基础课，如

基础会计、财务会计等课程，也包括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

类基础课，同时还涵盖企业领导艺术、电子商务等辅助类课

程，且应合理安排这些课程的教学顺序和教学内容。目前高职

高专财会类专业教学内容体系不完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

方面是课程体系不完整，主要表现是在传统会计类课程的基

础上，开设了会计电算化课程（或会计信息系统），而对会计电

算化的另一部分基础课———信息技术类基础课开设较少；另

一方面是会计电算化课程教学内容片面、简单，没有考虑到学

生的实际就业需求，只讲授总账、报表等财务模块，没有讲授

购销存等业务处理模块，而目前大部分商业企业都在采用购

销存业务模块进行业务处理。

3. 教学环节安排不尽合理。此处笔者仅对会计电算化课
程教学安排的不足进行分析。这种不合理体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是会计电算化课程教学课时较少，一般在 40 ~ 50学时左右
（含实验课时），没有安排必要的实习、实训。另一方面是课堂

讲授与实验课时的比例安排不合理：有的教师把大部分时间

用于课堂讲授，争取把问题讲明白讲透彻，课堂讲授时间太

多，没有给学生安排合适的自主学习时间，久而久之学生养成

了学习惰性，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教师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实践

教学上，让学生在实验室自己摸索，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指导，

这种方式的后果是学生的时间利用率不高，而且容易导致其

对一些知识似是而非。

4. 师资水平不高。一方面，大部分会计电算化教师由会
计专业教师或计算机专业教师经过短期培训来担任，他们只

是懂会计电算化，但谈不上真正理解和熟练操作会计电算化

系统，甚至只是照本宣科，动手能力较差，实践教学过程中出

现问题经常无法解决，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

面，教师远离企业一线，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对企业实施会计

电算化的状况不太了解，教学过程中往往只能针对教学软件

的实务操作进行讲解，而对会计电算化系统的构建模式、制度

建设等知之甚少。

二、培养高职高专财会类专业学生会计电算化能力的理

论基础

1. 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相适应。教育部《关于加强高
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

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

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

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

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另外，教育

部《关于加强高职院校信息化产业的建设》中明确规定：高等

职业院校会计专业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大力开展信息化教育。

从前面分析中可知，目前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在学生会计电算

化能力培养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不克服这些问题，很难实现教

育部所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的培养目标。

2. 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我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内容一定

要适应环境的变化。近十年来，会计电算化的软硬件环境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从硬件环境来看，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技术、

通信技术迅猛发展，会计电算化人员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计

算机操作知识，还要具备网络环境下数据采集、加工、存储和

信息输出的知识，同时也要具备计算机网络环境的创建与管

理维护知识，使会计电算化系统在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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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从软件环境来看，随着大型数据库技术及高级语言的发

展，财务软件已经由单纯的核算型软件发展到功能强大的管

理型软件，从系统构成看，除了传统的财务部分，还包括采购、

销售、库存、生产制造、电子商务等内容；从系统功能看，除了

核算功能，还具备预测、决策等管理分析功能。这些变化对会

计电算化人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财会人员充

实更多的软件操作知识，增加必要的物流管理知识、电子商务

知识，并可以从海量的会计信息中整理出有用的财务信息。

3. 与企业实际需求相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使企业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借助于网络技术，管理者

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世界各地的经济变化情况，就能参与企

业间谈判、签订供销合同、发布企业信息等。网络化使企业的

活动空间变大，对企业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

面。不利之处主要表现在企业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这些变

化对财会人员的电算化能力产生了新的影响：第一，要求财会

人员熟悉国家财经法规，能够准确、及时地进行经济业务的处

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第二，能够分

析企业的业务活动，制定电算化环境下的会计信息处理规则；

第三，分析评价企业各种业务活动的风险、收益，并通过与企

业内部控制工作相联系，帮助企业管理者制定企业规章或制

度；第四，与其他部门有效协作。

三、高职高专财会类专业学生会计电算化能力培养对策

1. 准确定位培养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会计电算化能
力的培养，应紧紧围绕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

养工作的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社会发展需要，以培

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高级应用型人才和“操作

型”人才的区别就在于其不仅具备熟练的业务操作能力，还具

备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具备较强的适应环境的

能力，短期内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迅速地更新知识，综合素质较

高。借鉴美国会计学会（AAA）的会计教育委员会对会计专业
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以及考虑到学生在未来工作岗位上的

实际需求，笔者将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在“以掌握

会计电算化的基本操作知识和日常管理知识为基础，以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导，全面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定位兼顾了知识、能力、素质三个层

次的递进培养，不仅授人以鱼，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使学生

毕业就能就业，发展有后劲。

2. 科学安排教学内容。培养目标决定着教学内容。会计
电算化专业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不能仅仅依靠会计电算化课

程实现，必须将多门课程相互融合，交叉递次开设，才能达到

目标。安排教学内容时，既涉及开设哪些专业课程，也涉及会

计电算化课程本身教学内容的安排。从培养目标出发，笔者认

为高职高专财会类专业开设如下专业课程才能达到全面提高

学生会计电算化素质的要求：淤会计类课程：主要有基础会
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会计法规等。于计算机类
课程：主要有计算机基础与应用、数据库管理系统、计算机网

络基础等。盂会计和计算机结合类课程：会计电算化（或会计
信息系统）。榆其他专业课程：主要有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物

流管理、电子商务、企业领导艺术等。

3. 合理安排教学环节。教学内容决定学生的知识结构，
教学环节决定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生

存能力，就必须改革传统的不合理教学环节设置，减少课堂教

学时间，增加实验、实习环节时间，给学生充分的自主学习和

思考的机会，使学生逐步养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相

关研究表明，实践教学有利于学生综合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所

学专业知识，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对于会计电算化课程来讲，课程教学时间一般

安排在 120课时为宜（包含约 50课时的上机实验），主要讲授
会计电算化的基础知识以及财务软件的基本内容。另外安排

约 4周的校内会计电算化综合实习时间，这 4周的实习在会
计电算化实验室进行，实习内容主要以某企业为例，全面应用

ERP财务软件进行经济业务处理，以使学生融会贯通地利用
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实习过程中要以学生操作为主，

教师全程指导，指导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安排约 6周的生产实习时间，让学
生深入企事业单位，将专业知识与企业生产实践充分结合起

来，进一步提高学生会计电算化的综合能力。

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会计电算化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
科，知识面广，实践操作性强。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系统、丰富

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具有扎实的实际操作技能和会计电算化

的系统管理技能。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第一，可以招聘专业院校毕业生充实师资队伍，补充新

鲜血液；第二，安排教师进行脱产培训；第三，实行校企合作，

安排会计电算化教师到软件公司学习锻炼；第四，建立考核督

导机制，增强教师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责任感，等等。

5. 重视课前引导和课后知识的运用。据调查反馈，很多
学生在学习会计电算化之前不了解各门专业课程在整个专业

知识体系里面的地位和作用，不知道学完会计电算化知识有

什么作用，处于一种盲目和被动的学习状态，导致学习目的性

不强、主动性较差。为此，应在为新生入学做专业介绍时，把课

程体系结构向学生介绍清楚，让学生一开始就明确专业课程

之间的连贯性、系统性、整体性。教师在进行会计电算化课程

介绍时，一定要结合企业需求和就业环境把会计电算化知识

的重要性向学生交代清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把就业压力转换成学习动力。另外，学完会计电算化课

程后，要多提供学生运用会计电算化知识的机会，如组织学生

参加国家或省级 ERP财务软件应用技能大赛；鼓励学生去企
业兼职电算化会计岗位等等。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新瑞.高等专科学校野会计电算化冶课的目标定位与
内容规范.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袁2001曰2

2.靳炜伟. 高职会计电算化专业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与课
程体系改革设想要要要以粤东地区为例.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袁2007曰3

3.冯杰.论高职院校的会计电算化教学.科教文汇袁2007曰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