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24· 2015. 24

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盘点与分析

赵秀云（副教授）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历经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完善课程体系，

笔者盘点了2005年以来公开发表的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论文，结合2006年以来教育部关于高职的文件和
会计政策的变化，梳理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原因，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为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尽微

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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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以来，课程体系改革已
成为我国教育界专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各高职院校会计

专业进行了大量的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为更详细地了

解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现状，借鉴各高职院校

的改革方法，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的办法，笔者对

近十年来的改革情况进行了盘点与分析。

一、盘点情况概述

高职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是个微观的概念，是指高

职院校为完成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而设置的若干门

课程的集合体，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组成部分。因此，笔者

以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为盘点对象，检索了

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2005年至2014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论
文共 304篇。其中，有关课程体系的论文 167篇，人才培养
模式的论文137篇。对检索的论文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了
筛选，剔除了非会计专业、中高职会计专业衔接等方面及

质量不高、重复发表的论文，共选出来自 112所高职院校
的124篇论文，并将这些论文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整理出本
文所需要的数据（见表1）。
从表1的课程体系检索数量来看，课程体系改革的热

潮出现在 2009年至 2013年期间，五年的论文总量为 124
篇，占检索量的 74%，说明这期间各高职院校积极进行着
课程体系的改革，纷纷提出了各种类型的课程体系。将样

本按所述课程体系的类型进行汇总，整理出的类型共有

33种。其中，岗位导向、工学结合、工作过程导向、能力本
位（或能力导向）、岗课证融合及就业导向六种为主要类

型，共97篇，占样本总量的78%。从类型来看，可谓是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但从课程体系的内涵来看，却不容乐观，

大部分课程体系在能力、岗位、课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

题，需进一步完善。

二、盘点情况分析

1. 课程体系中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对124篇样本有
关能力要素的表述情况进行盘点，笔者发现没有能力表

述的有93篇，约占样本总量的75%左右，较为详细阐述能
力要素的有 31篇。其中，将能力构成要素定位于方法能
力、专业能力、社会能力三种的有 9篇，包括江景（2008）、
程淮中（2009）、郝一洁（2009）、洪连鸿（2010）、张瞳光
（2010）、王志辉（2010）、黄浩岚（2011）、欧群芳（2012）、王
超（2014）；其余22篇能力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异，无法进行
分类。可见，各高职院校对于能力构成要素的具体确定一

方面各抒己见，另一方面也比较茫然，无据可依。这与会

计人员职业能力框架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我国有关会

计人员职业能力框架的研究是从 2002年开始的，主要集
中于高层次的会计人员能力的研究。至今仍没有中小企

业会计人员职业能力的框架，致使课程体系能力的构成

年份

项目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合 计

课程体系

检索
数量

3

4

10

7

25

21

24

29

25

19

167

样本
数量

0

2

4

3

8

15

19

12

11

5

79

人才培养模式

检索
数量

0

1

8

2

20

18

20

15

30

23

137

样本
数量

0

0

4

2

8

5

6

8

5

7

45

合 计

检索
数量

3

5

18

9

45

39

44

44

55

42

304

样本
数量

0

2

8

5

16

20

25

20

16

12

124

表 1 论文检索及样本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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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比较混乱。

2. 课程体系中岗位设置的分析。按样本中所述的会
计工作岗位，笔者对 124篇论文进行盘点，整理出岗位设
置汇总表（见表2）。

通过表 2可以看出，共有 23篇论文阐述了会计工作
岗位，占样本总量的 18%左右。设置岗位是工学结合课程
体系改革的起点，绝大多数样本没有会计岗位的设置或

设置不明确，说明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还处

于初级阶段。从表 2中23篇论文岗位设置的情况看，可知
从2008年开始，学术界对会计岗位的设置持有两种观点，
且两种观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但从高职院校的毕业生

的就业情况来看，上述岗位的设置不尽合理。高职院校会

计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中小企业，以小企业为主，企

业规模小，所需的会计人员及岗位少，有的只有一名财务

人员，不分岗位，有的设有出纳和会计两个岗位，还有的

设置出纳、会计、成本会计、会计主管岗位等多个岗位。由

此可见，徐丹琦（2013）等 10篇论文中有关岗位的设置与
中小企业的实际工作岗位相似。但其岗位设置也有不足

之处，首先，财务管理岗位与会计管理岗位属于同一岗

位，企业中实际称为会计主管（或叫财务主管）。其次，会

计核算与税务会计不能完全割裂开来，比如，存货、销售

及费用的会计核算必然涉及各种税的计算，二者密切相

关，交织在一起。另外，目前企业在网上进行纳税申报，不

需要经常去税务局，企业不再单独设置税务会计或办税

员岗位，其工作由会计岗位全部承担，所以，两个岗位应

合并。于政红（2012）等 13篇论文设置的岗位是大中型企
业及集团公司的会计岗位，一般高职院校毕业生很难就

职于这些单位，在校期间完全围绕这些岗位来学习，显然

不合理。

3. 课程体系中课程设置的分析。笔者对样本按所设
课程进行盘点，整理出共55篇论文中有课程的设置，占样
本总量的44%左右，将这些样本按所设专业课程的类型进
行分类汇总，编制出课程类型汇总（见表3）。

表 3的数据显示，涉及学科课程体系的有30篇，约占
55%。对其他两种课程类型继续进行查阅，发现其中也留
有学科课程的影子，比如叶玲莉（2010）中有《税收与实
务》学科课程。这说明高职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大多数还

是学科课程体系，改革还没有挣脱学科体系的束缚。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会计行业准入制度考试的限定，使各

高职院校不得不开设学科课程。比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的

考试，国家限定考三门学科课程，任何院校都不能改变。

另一方面是专业课程打破学科界限，改为模块课程，要求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材、教室、老师等软、硬件要

同步进行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

意见》（财会［2009］6号）指出，我国要全力打造会计信息
化人才队伍。为此，以表 3中 55篇论文为盘点对象，笔者
统计有关信息化课程的开设情况，得知各高职院校在开

设《计算机基础》和《会计电算化》两门课程的基础上，

2009年起，有 11所高职院校开设了《Excel 在财会中的应
用》课程，2011年起有 6所院校开设了《用友ERP》或《金
蝶K3》课程。这说明高职院校开始加强会计信息化的教
育，但从开设信息化课程的院校数量来看，只占 10% ~
20%，还有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会计信息化教育重视程度不
够，说明会计信息化教育有待加强。

4. 课程体系与国家会计政策衔接情况的分析。会计
的工作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国家经济的体

制改革、结构调整及政策出台等都会对会计工作产生重

大的影响，会计教育应根据国家的经济政策及时调整和

更改教学内容。如《财政部关于印发〈小企业会计准则〉的

岗位设置

出纳、会计核算、会
计管理、税务会计、
财务管理、审计助
理岗位

收银员、出纳、财产
物资、往来结算、成
本费用、财务成果、
资金、总账报表、会
计稽核位、纳税核
算、会计档案管理、
审计岗位

合 计

作者（发表时间）

徐丹琦（2013）、汪榜江（2013）、燕峰
（2012）、王晓雪（2012）、王文媛（2012）、
吴雯洁（2012）、颜玉玲（2011）、袁雪飞
（2011）、李传双（2010）、洪连鸿（2010）

于政红（2012）、欧群芳（2012）、蔡小平
（2011）、张春（2011）、孟凡芳（2011）、王
慧（2010）、凌世寿（2010）、叶玲莉
（2010）、王志辉（2010）、丁一琳（2009）、
蔡宏标（2009）、邓金娥（2008）、马元兴
（2008）

——

数量

10

13

23

表 2 岗位设置汇总表

课程类型

学科课程

学科课程
加岗位模
块课程

学科课程
加学习领
域课程

合 计

作者（发表时间）

马文静（2006）、夏志勤（2007）、兰丽丽（2007）、何
玉英（2007）、江景（2008）、张春敏（2009）、程淮中
（2009）、王信平（2010）、王慧（2010）、洪连鸿
（2010）、张瞳光（2010）、李传双（2010）、颜玉玲
（2011）、李中衡（2011）、王文媛（2012）、燕峰
（2012）、王晓雪（2012）、于政红（2012）、高红梅
（2012）、吴雯洁（2012）、马波（2012）、孔荣华
（2013）、周志红（2013）、赵威（2013）、陈玉峰
（2013）、明光兰（2013）、汪榜江（2013）、孟宵冰
（2013）、李英（2013）、王晓霜（2014）

李松青（2007）、邓金娥（2008）、马元兴（2008）、王
勋（2009）、丁一琳（2009）、蔡宏标（2009）、凌世寿
（2010）、叶玲莉（2010）、许蔚君（2011）、李海燕
（2011）、蔡小平（2011）、袁雪飞（2011）、张春
（2011）、刘世青（2011）、孟凡芳（2011）、戴锋
（2012）、欧群芳（2012）、虎玲华（2013）、孔国军
（2013）、何琳（2014）

郝一洁（2009）、王志辉（2010）、刘巧茹（2011）、郑
全军（2012）、徐丹琦（2013）

——

数量

30

20

5

55

表 3 课程类型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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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财会［2011］17号）规定，小企业于 2013年 1月 1日
起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可见，高职院校应将《小企业

会计准则》纳入课程体系。但笔者对2013年以后发表的28
篇样本进行了盘点，发现样本中没有提及《小企业会计准

则》，说明各高职院校未随着《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而

调整课程体系。

三、完善课程体系的思路

1. 完善课程体系中的能力构成要素。会计人员作为
企业的财务工作者，首先应具备区别于其他职业人员的

能力，即专业能力。根据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2003年 10月
发布的《国际教育报告框架》，能力指的是职业知识、职业

技能以及职业价值观，推定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是指完

成会计工作必须具备的会计专业知识、技能和和价值观。

其次，会计人员应遵循国家颁布的经济政策，不断更新专

业知识，应具备一定的方法能力。最后，会计人员在社会

大环境下工作，要与企业的其他人员、企业客户、税务等

部门联系，应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

因此，笔者采纳吕志明（2010）的能力观，认为会计人
员的能力要素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周宏

（2007）将会计人员职业能力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层次。借鉴此观点，笔者认为高职会计专业的培养人才定

位于初级会计人员，应具备业务操作型人员的三项能力

要素，即应具备完成中小企业日常业务会计核算、纳税申

报、编制会计报表的专业能力，具备学习和应用与本岗位

相关的新知识的方法能力，能够诚实守信，具备沟通、表

达及合作的社会能力。

2. 完善课程体系中所设置的会计岗位。会计岗位应
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基于我国会计行业的准入制度

的规定，第一学期应先进行会计从业资格证的培训，保证

学生持证上岗，同时，也使学生完成高中文化课程向大学

专业课程的过渡。

第二学期应设置出纳岗位和会计岗位，出纳岗位的

主要工作是负责现金的收支，银行存款结算业务的办理，

支票的开具，库存现金、支票、空白收据和有关印章的保

管，发票的开具，收付款凭证的编制，库存现金日记账、银

行存款日记账、发票领用登记簿的登记等。会计岗位的主

要工作是手工和借助于财务软件进行小规模纳税人的经

济业务、增值税和印花税等小税种的核算，能办理小规模

纳税人的日常纳税申报等；学期结束要求学生提交小规

模纳税人的手工和电子两套账簿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第三学期加深出纳和会计岗位的工作内容，出纳岗

位增加编制日报表、汇票的贴现，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

表等。会计岗位变为手工和借助于财务软件对一般纳税

人的简单经济业务核算、增值税、消费税和印花税等小税

种的核算及办理日常纳税申报。增加成本会计岗位，主要

工作是借助于EXCEL完成品种法下小企业的成本核算。

学期结束要求学生提交一般纳税人的手工、电子两套账

簿和增值税及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第四学期继续加深会计岗位的工作内容，会计岗位

除处理一般纳税人上述基本业务外，增加一般纳税人的

投资、外币业务等特殊业务的核算、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

及汇算清缴等；成本会计岗位能借助于EXCEL完成分批
法和分步法下中小企业的成本核算；增加会计主管岗位，

能进行简单的财务管理与分析。同时进行助理会计师考

试课程培训；学期结束要求学生提交一般纳税人的电子

账簿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

第五学期将一般纳税人会计的工作拆分出几个会计

岗位，如材料会计、固定资产会计等，并加深各岗位工作

内容；同时，增加审计助理岗位，能为企业设计内部控制

制度；学期结束要求学生提交一般纳税人的电子账簿和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3. 完善课程体系中岗位课程的设置及课程体系与国
家政策的衔接。为适应国家的会计考试制度，会计从业资

格考试及助理会计师考试的课程与国家考试保持一致。

从第二学期开始，为完成上述岗位的工作任务，主干课程

应设置：出纳岗位操作实务、小企业会计岗位操作实务、

成本会计岗位操作实务、会计主管岗位操作实务、企业会

计岗位操作实务（多岗位）、审计岗位操作实务及ERP系
统应用等岗位课程模块。出纳岗位操作实务和会计岗位

实务模块中应设有财务软件应用子模块，并根据会计岗

位工作内容调整难易程度；成本会计岗位操作实务应设

有 EXCEL应用子模块；小企业会计岗位操作实务讲解
《小企业会计准则》，分别设置增值税核算及印花税等小

税种的核算子模块和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子模块；小企业

会计岗位操作实务和企业会计岗位操作实务（多岗位）讲

解《企业会计准则》，设置所得税核算子模块。

上述的课程设置将会计信息化和各种税的核算融为

一体，以财务软件为工具完成会计核算，并实行双准则分

层教学，应用企业的纳税软件完成纳税申报，实施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同时，为适应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每学

期应开设会计研讨专题，进行有关会计诚信教育和新政

策法规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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