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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拟企业接受违约罚款后的特殊处理

在ERP沙盘模拟实验中，相关规则对如期按时按订单交

货进行了特别规定。规则要求加急订单必须在当年内第一季

度交货，普通订单可以在当年内任一季度交货。模拟企业如果

由于产能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本年不能交货，企业为此应受

到如下处罚：第一，模拟企业在信用市场的地位下降一级；第

二，该订单在模拟企业下一年必须最先交货；第三，模拟企业

交货时扣除该张订单总额的25%取整作为违约金。

在此规定中，模拟企业本年不能交货，留待下一年才交

货。但现实操作中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该企业真的不能交

货，那么当年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就无法填

制，更不能将其和其他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在现实操作

中，合理的做法是，假定该模拟企业是一个违约罚款加正常交

货的企业，在具体处理时要注意其操作细节的特殊性。

违约罚款的处理很容易，直接作为财务支出计入利润表

中的“财务收入/支出”项。记录系统已经认同该企业正常交

货，其销售收入、直接成本、毛利会按照订单上的数据进行记

录。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实物形态的产品却并没有达到订单

上的交货数量，如果将实物形态的产品等到下一年度才实际

交货，这会给本年度的物流和现金流带来矛盾。因此，正确的

处理是，模拟企业按照该产品“直接成本”的构成用企业的原

材料和人工费用直接“拼凑”出而不是按生产流程生产出足够

数量的产品，并在本年度内完成该产品实物形态的交货。交货

完成后，组织者按订单上的信息开出“应收账款”凭条，从而完

成本年度的交货。

通过直接“拼凑”产品，进行实物形态的交货，同时通过

“财务支出”记录罚款，就能将模拟企业的非正常交货转变为

正常交货处理。这样一来，现金流正常，报表处理完成，真正做

到本年的问题在本年处理完成，而不留下任何后续问题。我们

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对“未能如期交货”问题的比较好的处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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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改革探讨渊SXYZZJ07-02冤冶尧成都理工大学教改项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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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是会计专业教师讲授的一门课。但是所授课

程最终效果如何？能否被学生接受？这应是授课教师认真思考

的问题。因为“讲”不是目的，“授”才是根本！在此笔者结合多

年授课的经验，谈一谈自己的做法，以期和各位同行探讨。

一 尧 各 种 教 学 方 法 应 灵 活 运 用

大家也许会有这样的共识，针对同样一个课件，由不同的

人去讲效果一定会有所不同。因为课件是“死”的，要靠人将其

讲“活”。教师如何才能驾驭好一堂课的“45分钟”呢？首先，要

学会“察言观色”，能够从学生不同的面部表情中获取讲授的

效果而适时调整讲授内容的详略；其次，要善于营造活跃的课

堂气氛，能让学生主动地与教师互动，但这绝非是老师提问题

再由学生回答那样简单；最后还要能够运用语言、语音的魅

力，教师授课要犹如演讲，用适时的停顿、不经意间的一个小

手势吸引住学生，让学生的大脑跟随着教师去听、去想、去领

会和去把握。

无论是采用案例教学、模拟教学，还是启发式教学，归根

结底还是要靠语言沟通、交流。要想取得好的授课效果，就要

适当地将各种方法有机融合。

每章内容之间、每堂课之间、每个知识点之间该如何衔

接？是温故而知新，启发式逐渐深入，还是将实践上升为理论？

是完全依赖教师语言的传授还是借助多媒体达到“有声有形”，

从而调动学生眼、脑、手的齐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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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础会计》乃会计基础，犹如高楼大厦之地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认为，授课教师如能够打破常规跳出

教材章节的限制，将授课内容恰当地安排顺序，合理布局，并在授课过程中将各种教学方法灵活运用、有机融合，则该课程

涉及的内容就能顺利又圆满地传授给学生，为其日后的专业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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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传授知识、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能力。

二 尧叶 基 础 会 计 曳 课 程 的 内 容

“你是否可以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基础会计》讲授的内

容？”这个问题如果是对一个学习过该课程的学生提问，我想

他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证、账、表”。如果进一步发问：“你

能否对‘证、账、表’做一个较为详细的陈述？”或许这时他（她）

就要经过一定的思考才可以回答。《基础会计》就好比是一棵

枝繁叶茂的大树，当你从远处观察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

树干（证、账、表），走近仔细观察时，才会看到并逐渐看清每一

个树杈、树枝及树叶（证、账、表的相关内容）。这也正是《基础

会计》授课的整体思路。

《基础会计》涉及较多的专业名词、术语，学生在学习这门

课程之前几乎对此一无所知，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接触。因此，

如果授课教师不讲究授课艺术，不对所授内容加以研讨、合理

布局、环环紧扣，不分解难点重点，而是按照教材按部就班，那

么势必会在该门课程讲授的开始几周给学生一种“知识爆炸”

的感觉，原有的教学规律“温故而知新”在此失灵了。“故”还没

来得及“温”，“新”又光临了，会使学生望而却步，原有对该课

程的新鲜感和学习兴趣或许也会消失。

三 尧叶 基 础 会 计 曳 课 程 讲 授 的 整 体 安 排

（一）开个好头

教材第一章总论涉及了会计对象、会计要素、会计假设、

一般原则等等。如果授课教师按照教材的章节顺序授课，那无

疑是给学生一个“下马威”。我们的做法是打破常规，跳出教材

章节的限制。第一堂课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兴趣，要让

他们知道通过学习，能学到什么、做出什么。

1. 课前准备。第一堂课上课之前，将事先准备好的空白

证、账、表（学期中间学生实验要用）及往届学生已经完成的

证、账、表分发至每一个学生手中。这时你会发现学生对此充

满了好奇。

2. 两个问题。问题一：《基础会计》课程讲什么？让学生翻

开教材对照目录思考该问题，学生看到的是长达几页纸的目

录，教师回答三个字：证、账、表。此时这三个大字出现在幻灯

片的屏幕上。然后，让学生拿出空白的证、账、表看看，他们就

对其有了一个感性认识，这时会不由自主地去看手中那些往

届学生已经填制完毕的证、账、表。屏幕上再次对应出现“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

问题二：会计凭证怎样填？会计账簿如何登？会计报表怎

样编？再次让学生翻开教材对照目录寻找相关章节，这时，教

师就要不失时机地强调这三章内容就是我们授课的重点，也

是大家学习中的难点。

3. 课程铺垫。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如何运用借贷记账法

对会计主体发生的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是学生的基本功。

可练就这个基本功，对一个初次接触会计的学生而言绝非易

事。看似一笔简单的会计分录，它却涉及借贷记账法（怎样

用）、会计科目（有哪些）、何时用“借”字表示“增”，何时又用

“贷”字表示“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难点分散，先用一些简

单的经济业务做铺垫，见下表：

表中第二列经济业务要事先列出（注意不要涉及增值税

问题），尽可能地涉及到后续授课中用到的一些会计科目，且

约定用“+”代表“增”，用“-”代表“减”。以表中第1笔业务为

例，用现金（库存现金）购物，现金减少，同时办公用品增加，而

办公用品为企业管理所耗，在会计核算上将其列入“管理费

用”。如此分析后书写在第三列中。要求学生仿照对给定的业

务完成第三列的填写，第四列会计分录暂且不管，待讲完有关

内容后再让学生自己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表中第三列的填写，学生不可能独立完

成，应该在老师的带领下逐笔完成。这就要占用一定的课堂时

间（3 ~ 4节课），但是它不但为会计分录的编制做了铺垫，也为

会计科目、会计要素等概念的讲解奠定了基础。表中第三列每

一笔业务涉及的项目名称为“会计科目”，我们又把许许多多

的会计科目归为六类，比如“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

用”，都是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的耗费，则统称其为“费用”要素。

这些专业术语、名词在此让学生初次见到了，待讲到会计对象

等概念时，再一次重温上表：会计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寅会计对

象，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寅会计要素，如“费用”要素，是指企业

日常经营中的耗费。但若会计仅提供某一个月的费用总额，则

信息过于笼统，我们还需要了解企业销售产品所耗寅销售费

用，了解筹集经营资金所耗寅财务费用，了解行政管理部门为

组织管理所耗寅管理费用。像这些对某一要素所作的进一步

分类的名称为会计科目。如此前呼后应、一来一往，学生理解

起来就不会感到陌生。

（二）恰当适时地认知和填制（登记）凭证、账簿

在讲授完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复式记账法之后，学生的脑

海中堆满了概念、名词及各种问题：会计科目有哪些？哪些科

目属于资产？哪些科目属于负债，“借”字何时代表“增”，何时

又代表“减”？此时必须给学生消化这些知识的时间，可教学进

度如何完成？在实验室里进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认知和填

制（登记）是最好的解决途径。

1. 认知记账凭证。列举三笔具体的经济业务由学生完成

会计分录的编制，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演示实务中通用和专

用记账凭证的填制，然后由学生对通用和专用凭证比较异同

点，总结每种凭证适用的经济业务，最后导出记账凭证的概

念、分类、格式、基本要素及填制方法等。

在此有两点必须强调：一是将现金存入银行（或从银行提

取现金）业务，由学生讨论应填制收款凭证还是付款凭证，教

师强调实务中为避免重复登账约定只填制付款凭证。二是报

销差旅费业务（原已预支多余款退回或原预支不够予以补

足），先由学生讨论，最后教师讲明必须填制两张凭证（一收一

转或一付一转）。

2. 认知原始凭证。由上可知，经济业务发生后，教学中我

业务序号

1

2

经济业务

用现金300元
购办公用品

……

暂 记 格 式

+院管理费用 300
-院库存现金 300

噎噎

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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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编制的是会计分录，实务中会计人员就要填制记账凭证。而

实务中怎样才能证明经济业务发生了？这就需要有“原始”证

据。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幻灯片展示各种实务中所用的原始

凭证，让学生归纳总结原始凭证的基本要素。此时教师有两点

必须强调：一是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如大小写问题、填错时

如何更改（包括汉字填错及金额填错）；二是要将普通发票和

专用发票在此予以讲清，从而讲解增值税问题，也为下一章材

料采购业务的授课埋下伏笔。

3. 认知会计账簿及各种账页。让学生将第一堂课所发的

实务中用到的账簿及各种账页进行比较并归纳总结：账页的

种类、会计账簿的种类、各种账页的适用性等等。

4. 会计凭证的填制及会计账簿的登记。考虑到实验时间

和实验成本的因素以及学生是首次操作，记账凭证的填制只

要涉及收、付、转中的任一种即可，会计账簿的登记可以只登

记日记账及明细账，而且会计凭证的填制及会计账簿的登记

完全可以分开来操作，此时不求业务的连续、完整，只要求学

生掌握填制会计凭证及登记会计账簿的基本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验不失时机地介绍

“过账”（即“登账”或“记账”）、“结账”的概念及“转下页”、“承

上页”等过账中用到的具体方法，结合实验来讲解使学生们能

够理解掌握。这样，原本在课堂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却还

难以让学生把握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两章内容，在这

里就轻易地讲清楚了。

（三）攻克本课程重难点———产品制造业会计核算

在这一章的业务处理上，我们认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产

品成本的计算与核算及期末结账上。

1. 抓住“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两个重点科目。可以从

产品完工成本的数学计算上引出这两个科目来讲解其应用问

题。假设一个车间只生产一种产品，引领学生逐步得出生产产

品必须消耗原材料、承担生产工人工资及车间相关的一些费

用为多少，此时可启发学生思考：要想计算产品的完工成本，

会计上就必须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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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假设一个车间生产至少两种产品（假定为两种），同样

通过一个“生产成本”账户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两种产品总的完

工成本。可问题是每一种产品的完工成本又是多少呢？为此必

须要知道每一种产品所耗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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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费用是两种产品所

共耗的，我们无法在其发生时计量每种产品应该承担多少，我

们还不能够将其直接计入每种产品的成本。因此，会计上就必

须设置———“制造费用”来归集这类间接费用；相应的，就把那

些在发生当时就能直接计入每种产品“生产成本”的费用称为

直接费用。这样一来，无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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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期末的制造

费用分配与结转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2. 讲透期末结账原理。教师应讲透期末结账的目的就两

个：目的一：结清损益类账户———让余额为零。我们希望月末

通过损益类科目能够反映出这一个月确认的收入及发生的费

用额度。以收入为例，在这一个月中所有确认入账的收入额度

都已在收入类账户的贷方记载了，也即贷方发生额就是其本

月收入总额（暂不考虑收入抵减额），期末，要让收入账户余额

为零，则必须在其借方有一笔同等额度的发生额转出才行。

目的二：核算本月实现的利润———通过设置“本年利润”

科目。上已述明，收入类账户原有贷方发生额要让其余额为

零，则月末必须借记收入类账户，而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

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则“本年利润”只能记贷方了；

同理，费用类账户原有借方发生额，要让其余额为零，则月末

必须贷记费用类账户，从而借记“本年利润”账户。这一思路如

果被学生理解了，自然也就把握了对月末的结账。

（四）模拟操作———由记账凭证逐笔登记总账

通过前面的讲授，学生已基本把握了产品制造业“供、产、

销”三大过程及经营成果核算等相关业务的分录编制。为巩固

知识及为“账务处理程序”的讲授作铺垫，此时必须让学生亲

身经历一下实务中正式的填制凭证及账簿的登记（此处主要

是总账的登记）。在这个环节学生一定会感觉到由记账凭证逐

笔登记总账的繁琐，此时就可以启发学生思考：能否简化登记

总账的工作量？答案是将记账凭证“汇总”后再登账，由此得到

可以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账。然而该方法破坏了账户之

间的对应关系，此时再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

既可以简化登记总账的工作量，又可以反映账户之间的对应

关系呢？“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就顺势出场了。如此自

然而然地总结出了登记总账的依据可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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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学生总结它们的异同点及各自的适用性。这

样“账务处理程序”这一难关也被攻克了。

（五）首尾相应

当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还要将诸如“成本计算”、“财产清

查”等内容穿插其中予以讲解，最后介绍“会计报表”的内容。

在报表内容讲授、编制之后，还有必要让学生对该门课程内容

进行总结。可通过教师逐步设问进行。经济业务发生时，会计

人员该做什么？启发学生考虑：涉及哪些要素———会计确认；

每一要素的影响额度的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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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确

认、计量、记录、报告———即会计的基本程序”。

最后进一步强调：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证、账、表”，

通过前面的讲授我们学会了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编制

会计报表；而要填制凭证必须搭建平台———设置科目并借助

于复式记账法（借贷记账法），当然在登账之后编表之前还要

进行相应的成本计算及财产清查。这恰恰就是会计核算的七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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