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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构建了《审计学》课程实践模拟教学改革的框架，具体阐述了教学案例、学生讨论案例、内部控制测试流程

和工作底稿模拟、实质性程序流程和工作底稿模拟以及审计个案情景模拟五个层次的实践模拟教学内容和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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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课程实践模拟教学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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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学》课程实践模拟教学的意义

《审计学》课程是会计学科的主干专业课程，也被列为其

他商科学生的重要专业选修课。这门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困难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内容比较宽泛、关联性强，课程内

容涵盖了财务会计、财务分析、成本会计、税法等多门课程的

知识，在教学中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知识进行诠释；二是概念比

较难懂；三是对课程内容的深入领会比较依赖实践操作，各种

审计程序和各业务循环中审计流程的教学，如果仅仅依靠课

堂讲授，很容易出现枯燥乏味、实务教学可操作性差、教学脱

离实际的问题。

如何引导学生透彻地理解基本审计概念、培养学生独立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成为每一位讲授《审计学》

课程的教师所面临的挑战。为此很多教师尝试将案例教学、模

拟实习等引入审计课堂，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在《审计学》

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摸索和尝试，

构建了促使学生“掌握理论、熟知流程、独立判断”的实践模拟

教学体系，并付诸实践，效果较好。

二、《审计学》课程实践模拟教学的框架和具体内容

我们认为，实践模拟教学的目标应该定位于：一是帮助学

生理解审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形成指导今后实践工作

的理念和信条；二是帮助学生了解审计业务的基本程序，并掌

握重要审计流程；三是帮助学生学会运用各种审计技术和方

法，熟知和掌握实现各类审计目的的审计手段；四是培养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分析判断能力，为获取职业判断能力奠定

基础。

在上述目标的指导下，我们将《审计学》课程实践模拟教

学体系设定为五个层次，具体如右图所示。

1. 第一个层次———教学案例的运用。我国独立审计的基

础比较薄弱，审计理论和实务操作方法多引自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对西方审计的生疏和文字翻译水平的限制，现行教材中存

在基本概念表达不够准确、解释不够充分的问题，如重要性、

审计风险、审计程序等重要概念的表述。如果教师对这些审计

概念照搬书本或者审计准则上的解释，往往会造成学生理解

上的困难。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教学中建立了经典教学案例库，从

中外著名审计事件中挑选一些事件作为教学案例，用以解释

重要的审计概念。这些重要的审计概念涉及职业道德、专业胜

任能力、审计失败、审计责任、内部控制和审计合谋等。在案例

的选择上，我们在选用西方经典审计案例的同时更侧重本土

案例的选用，以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审计事件来引导学生进行

案例讨论，加深他们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具体做法如下：在解

释一个新的审计概念或者讲解新的审计理论之前，教师先确

立一个案例主题，介绍一两个审计事件的案情，再提出几个问

题引发学生的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案例的启示，并正式引出

并解释相关的审计概念和理论。这样教师不仅生动地阐释了

审计概念和理论，并且将这一概念和理论的相关知识引出，让

学生去自主思考。

2. 第二个层次———学生讨论案例。在教学中，我们非常

关注学生对重要审计问题的透彻理解，因此安排了学生讨论

案例的环节。学生讨论案例的主题是现代审计中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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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材中阐述不够深入的问题。我们选择主题时重点考虑了

我国审计模式的重大改革和审计市场的突出问题，如风险导

向审计的必要性、审计独立性和非标准审计报告等。

我们将学生讨论案例的教学目的定位于引导学生对审计

深层次问题的理解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首先教师将案

例资料发给学生，或者仅仅提出讨论要求让学生课后自行搜

集资料。课堂讨论时教师仅介绍主题、基本观念及分析信息的

方法，将思考问题、表达意见的事项交给学生。鼓励学生从多

个视角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并要求学生完成书面报告和锻

炼口头表达能力，在激发学生研究兴趣的同时，锻炼学生表达

意见和说服他人的能力。

3. 第三个层次———内部控制测试流程和工作底稿模拟。

内部控制测试指的是为确定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而进一步

实施的审计程序。即使在风险导向审计中，内部控制测试仍然

是实现审计目标的关键审计步骤。但是绝大多数教材只是停

留在用文字介绍什么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要素，并

概括描述整体层面和业务流程层面内部控制测试的重点等方

面。如果教师仅仅依靠课堂讲述来介绍内部控制测试的方法，

往往会既耗时间又使学生不得要领。我们结合近年研究的北

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控制测试”课题的成果，设计了包括

内部控制测试流程和工作底稿的实践模拟材料。

相关材料包括整体层面的内部控制测试和业务流程层面

的内部控制测试两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包括流程介绍、工作底

稿示例和工作底稿模拟三个部分。例如，在业务流程层面的内

部控制测试的“流程介绍”中，我们用文字和图表告知学生，

各业务循环的内部控制测试的程序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淤调

查该业务循环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于绘制该业务循环的流

程图；盂利用穿行测试验证对内部控制的了解；榆通过风险控

制矩阵确定该循环的关键控制点；虞对该循环进行内部控制

测试；愚初步评价该循环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在“工作底稿示

例”中，我们演示了三个最主要的业务循环———采购与付款、

销售与收款、仓储与生产的内部控制测试工作底稿，包括调查

表、流程图、穿行测试底稿、控制风险矩阵底稿、测试程序表、

内部控制测试表、业务循环内部控制测试结论表等。在“工作

底稿模拟”中，我们设计了一些未完成的内部控制测试工作底

稿，并提供了相关线索，让学生自己完成。

4. 第四个层次———实质性程序流程和工作底稿模拟。实

质性程序包括对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的细节测试以及实

质性分析程序。在风险导向审计中，无论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结果如何，审计人员都应当针对所有重大的交易及其账户余

额与列报情况实施实质性程序，因而，掌握实质性程序是非常

重要的。

为了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我们选择了重要的实质性程

序作为实践模拟的对象。具体包括收入的分析性程序、存货监

盘和应收账款的函证。分析性程序是风险导向审计中最为重

要的审计方法，我们先介绍了分析性程序的一般流程，再以收

入为例，列示了分析性程序使用的过程和工作底稿示例，然后

提供一定的资料要求学生使用分析性程序并填列审计工作底

稿。在所有的细节测试中，存货监盘及应收账款函证是最典型

也是最为复杂的实质性程序，我们也按照流程介绍、工作底稿

示例和工作底稿模拟三个步骤进行实践模拟，使学生全面和

深入理解这两种审计程序。

5. 第五个层次———审计个案情景模拟。风险导向审计是

一个审计人员大量运用职业判断，识别和评估审计风险、控制

审计风险的过程。在教学中我们反复强调这种类型审计的特

点，除此之外，为了使学生形象地感知风险导向审计的过程，

我们设计了审计个案情景模拟环节。这一环节具有以下特点：

淤所有的案例均来自教师对注册会计师执业实践的采风，这

使本环节的情景模拟相对其他环节更加生动、真实和有趣；

于审计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审计人员实施的风险评估

程序和职业判断环环相扣，贯穿在审计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中；

盂审计结论和事实真相往往与审计人员最初的预期相反，审

计风险隐含在整个审计过程之中。

我们将这部分实践模拟安排在课堂教学的后半部分，在

教学中我们让学生模拟审计人员，教师则展示审计线索和审

计证据，让学生自主判断，最后对照注册会计师的判断，使学

生了解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审计中的重要性。

例如，在“加油站的风波”审计个案情景模拟中，我们首先

请学生以审计人员的身份列示加油站存货清查的过程并提出

存货盘盈的解决方案。然后介绍了实际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对

特殊存货———油品实施监盘的过程，提示学生关注存货监盘

的计划和抽查方法。存货监盘的结果是加油站库存油品盘盈

数量超常，加油站针对这一结果给出了貌似合理的解释，我们

询问学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并将存货内部控制界定为可

接受的低风险，然后详细展示了注册会计师通过对加油站相

关技术参数的了解并结合分析性程序，对油品盘盈做出的审

计判断，以及由此而计划的内部控制测试、对内部控制测试路

线的安排和最后发现的加油站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切身体验了风险导向审计的含义，以及职业判断

和职业怀疑精神的重要性。

三、小结

我们将《审计学》课程实践模拟教学应用于会计学专业本

科生必修课教学以及国际金融专业本科生选修课教学中，历

时三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取得的效果还是显著的：学生听

课出勤率大幅度提高；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讨论、上交报

告的主动性大大增强；课程考核的成绩大幅度上升。

在实施《审计学》课程实践模拟教学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解

决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我国实行风险导向审计的时间不长，审

计实践积累不足，关于风险评估过程的审计案例比较少，因而

完善实践模拟教学的重点之一是继续搜集相关审计个案并完

善教学资料；二是《审计学》课程的课堂教学学时有限，如何合

理地分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课时，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余玉苗.审计学案例教学法尧实践教学法及其组合.财会月

刊渊综合冤袁2007曰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