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会计作为会计学专业各门后续课程的开路课程，其

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以后专业课程的讲授与学习。故

该门课程采取何种教学方法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便成了

该课程教师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

教学实践总结出基础会计教学需把握的六个关键环节，在此

予以介绍，以期和各位同行探讨。

一、讲好第一堂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授课

教师一定要讲好第一堂课，激发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强烈兴

趣。首先，给予学生视觉刺激。教师将事先准备好的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务报表发给学生，使课堂气氛立刻活跃起来，让

学生翻阅、讨论，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学生日常生活中发生的

一些简单的采购业务，如由学生了解的“发票”引出“原始凭

证”等概念。其次，简单概述本门课程要讲授的主要内容。以一

个企业而论，其经济活动所发生的业务通过会计核算以报表

的形式对外公布，那么从会计角度可以这样设问：如何记账？

会计账簿如何设置？会计信息如何传递？财务报表如何编制？

这些问题隐含了一系列会计概念，可引起学生进行深入的思

考。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将会计核算流程归纳为：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表，即：证———账———表。

这样，可使学生对需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从

而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该课程对学生可以说“处处是坎，

步步是垒”，但只要方法得当，开讲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那么

就能很快将学生引入自觉学习的轨道。

二、安排好教材内容的顺序

教材作为承载知识的载体，有关内容的编排肯定要考虑

知识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但从教师授课的角度而言，

有些内容却是不可以按部就班地讲授的，否则所授内容无论

教师讲解得多么精辟透彻，对学生而言，都会是“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比如：“会计的基本程序与基本方法”一节，无论是

哪种版本的教材，一般都会将其安排在第一章。就教材体系设

置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从讲授知识的连贯性来看，教师就

应该把这一部分内容安排在“会计报表”一章之后讲授。因为

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结合前面章节的内容连起来讲授，以教师

设问引导学生回答的方式，让学生自行总结。这种授课效果与

枯燥的讲授相比显然更为显著。

三、做好“借贷记账法”讲授前的铺垫工作

企业经济业务发生之后，会计必须将所发生的业务予以

记载，记载的场所———专业术语称之为会计账户，记载的账户

的名称———专业术语称之为会计科目。这一对概念，学生理解

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涉及的量很多，需要学生一个个去

理解、记忆。加上后续紧接着涉及的“借贷记账法”及“在借贷

记账法下账户的结构”和会计分录编制之内容，一时间要学生

理解和掌握，确实非常困难。教师必须对此设计可行的教学方

案，由浅入深、由少到多、逐步渗透。比如可以列举一些简单的

学生好理解的业务，从以下方面予以诱导：

第一步，可设问业务发生涉及哪些要素，涉及要素中的哪

一个项目，此时可引出“会计科目”概念，并在书中提供的会计

科目表中分类挑出一些目前学生需要了解的科目，让学生去

理解和记忆，做到日后无论提到这些科目中的哪一个，学生都

能够立刻判断反应出其归属于哪一类要素，这就为后面的账

户结构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第二步，设问每发生一笔业务引起某一项目（会计科目）

是增还是减？此时让学生通过约定俗成的符号“垣”代表“增

加”及“原”代表“减少”以标示，并应向学生说明，这一步只是

起一种缓冲作用，目的是分散讲授的知识难点，易于为大家所

理解和掌握。这第二步看起来似乎有些多余，其实不然，教学

实践证明这一步设问对学生很有必要，如果能配以课下相应

数量的作业练习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步，讲授账户的结构，并以前三步涉及的业务例子，

要求学生将其全部以“借”或“贷”来替代原“垣”或“原”符号。此

时应提出两点要求：淤判断“该账户是哪一类账户”，这个工作

已在第一步中做了铺垫；于考虑对每一个既定账户“借”是表

示增还是减，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第二步中所授内容的运用。

如此操作，就将难点给分散、化解了。

第四步，编制会计分录。这是学生的基本功，是日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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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处理的始点，这一关若过不去，后面的会计处理知识就难

以掌握。其实有了前面三步基础工作，这一点掌握起来就不难

了。对任何一笔业务，都要启发学生考虑这样几个问题：淤该

业务涉及哪些科目？于是借记还是贷记这些科目？盂各记多

少？这些问题其实是要求学生会做会计分录。

四、抓住“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两个重点科目

完工产品成本的计算是学生在学习该门课程中遇到的又

一个拦路虎。如果从数学计算的角度讲，完工产品成本的计算

对任何一位学生都不会存在问题，问题就在于学生对生产费

用中的所谓“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难以理解，对设置的“制

造费用”科目难以领会。于是我们就可以从产品完工成本的数

学计算上引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假设一：如果一个车间只生产一种产品。在这种前提下，

引导学生逐步得出生产该产品必须消耗的原材料、承担的生

产工人工资及车间相关的一些费用，此时可启发学生思考，要

想计算完工产品成本，会计上必须设置“生产成本”账户，以对

日常生产产品所发生的“料、工、费”予以核算。

假设二：如果一个车间至少生产两种产品（假定为两种），

则在计算这两种产品总的完工成本时用一个“生产成本”账户

就可以解决。那么就要进一步思索：若分别计算每种产品的完

工成本，我们就得知道诸如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车间厂房的

折旧费、车间的办公费等数据，而这些在其发生时就已计入了

每种产品的成本，但我们无法计量在其发生时每种产品该承

担多少费用。因此，会计上必须设置一个账户来归集这类费

用，这就是“制造费用”账户，当然这些费用期末还是要计入生

产成本的。这样一来，无论是归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问题，

还是设置“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问题，抑或是期末的制造

费用分配与结转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五、讲透期末结账原理

说到期末结账，又是一个令学生头疼的问题。应该说这门

课程涉及的知识点，有些内容仅理解了还不行，还必须靠记

忆。比如账户的结构———其借记增还是贷记增是有明确规定

的（当然还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不过在讲授该知识点时个人

认为可先避开讲道理，如果先抽象地讲道理会造成你越解释

学生就越糊涂的局面）。尽管这样，有些内容比如期末结账还

是要靠先理解再记忆的。教师必须把这个道理讲透，让学生明

白会计在期末主要应做的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我们希望期末通过损益类科目能够反映出每一

个月确认的收入及发生的费用额度。以收入为例，在一个月中

所确认入账的全部收入都已在“销售收入”等收入类科目贷方

记载了，也即贷方发生额就是其本月收入总额（为简单起见

暂不考虑收入抵减额）。那么，我们可以在期末假定一种账务

处理方法，即期末收入账户余额为零，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在

其借方有一笔同等额度的发生额转出才行。

另一方面，期末还要计算出利润实现数，这一道程序在会

计上是通过设置“本年利润”科目反映的。首先，转销收入类账

户原有贷方发生额，使得其余额为零，这样期末必须借记收入

类账户，贷记“本年利润”账户；其次，将费用类账户原有借方

发生额转销，使得其余额为零，这样期末必须贷记费用类账

户，借记“本年利润”账户。这一思路让学生理解了，对期末的

结账分录也就好掌握了。

六、让学生学会填制凭证及登记账簿

通过前面知识的讲授，学生已基本上明了制造业企业

“供、产、销”三大流程和经营成果核算的分录编制方法。在巩

固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接着要引导学生将前面所学的知识串

起来，其方法就是教学生学会填制凭证及登记账簿的实务操

作。这一章节的讲授非常重要，它是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的

关键环节，是对前面五个环节掌握程度的检验。

这里要注意两点：通过这一环节的模拟操作，使学生了解

了教学中的会计分录对应着实务中的“填制记账凭证”；明了

实务中的会计账簿的登记远比教学中的“T”型账户的登记要

繁琐得多，此时可要求学生根据记账凭证逐笔登记总账，暂不

登记明细账，以分散难点。而有关会计凭证的分类、会计账页

的格式（三栏式、多栏式、数量金额式）、会计账簿的分类等一

系列在课堂上要花费许多时间讲解却还难以让学生把握的问

题，在这里就迎刃而解了。在登记总账完毕之后，再要求学生

登记明细账，这时学生自己就会发现明细账的登记只有记账

凭证，有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原始凭证，由此账簿的

登账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最后再向学生设问：如果一个月内

企业发生的业务非常多，根据记账凭证逐笔登记总账的工作

量就会很大，那么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去解决呢？这就自然而然

地总结出：登记总账的依据既可以是记账凭证———记账凭证

账务处理程序，也可以是经记账凭证汇总之后的“表”———科

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或“证”———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

序，这样“账务处理程序”这一难关也就被攻克了。

当然，在教学中还要将诸如成本计算、财产清查等内容穿

插其中予以讲解，以便介绍会计报表之内容。在报表内容讲授

之后，还有必要让学生对该门课程所介绍的内容进行总结。可

以这样设问：业务发生后会计人员应做什么？例如：涉及哪些

要素———会计确认；每一要素的影响额度为多少———会计计

量；是否记载———会计记录；最终怎样把信息传递出去———会

计报表。这正是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基本程序。怎

样把这些变化的要素记载下来？回答这一问题便可引出复式

记账法、填制和审核凭证。每一要素中的哪些项目发生了变

化？解决这一问题便需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记在哪里？便需

登记账簿。采取何种方式传递？应编制财务报表。在业务处理

中，还要涉及计量材料的成本，生产产品的成本是多少等———

成本计算。报表中的数据和实际拥有量是否一致———财产清

查。这些恰恰就是会计核算的七种方法。可以说，上面六个关

键环节处理得当，其他相关内容穿插讲解适时恰当，则基础会

计的教学就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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