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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会计史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在山东财经大学召开

发布时间：2021-4-23    浏览次数：282    【打印此页】  【关闭窗口】

2021年4月18日，由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主办、山东财经大学承办的“新文科背景下会计史课程思政建设研讨

会”在山东财经大学召开。会议由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委书记邵文涛教授主持，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首都经贸大学付磊教授，副主任委员、天津财经大学韩传模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董必荣教授、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

陶虎教授、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王爱国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康均副教授、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宋小明教授、湖南

大学陈敏副教授、山西大学孟伟教授、山西财税学校董京原教授及来自全国近二十家高校、企业的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都经贸大学付磊教授认为，高校既要传授专业理论与方法，更要育人。

思政课程非常重要，但不简单，会计史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具有优势和条件，课程思政建设应当走在其他专业课程的前

面，率先摸索相对成功的经验，能对其他专业的思政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董必荣教授介绍了《会计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如何理解课程思政、怎样推进课程思政

以及课程思政如何落地、如何避免课程思政教学过于单调局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思政引领下新文科人才培养

的创新模式。

山西财税专科学校董京原教授分享了由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山西财税专科学校校长赵丽生教授主持的

“中国会计文化”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经验和成果，该课程将晋商文化、会计文化、珠算文化、红色文化、金融文化、税务文

化融合在中国会计文化的框架下，展现了会计史课程思政教育的生动形式和开放的文化理念。

山东财经大学吴大新副教授介绍了《会计与社会发展史：课程思政视角》的课程设计。该课程方案对会计史课程内容中

的思政教育点进行了总结，以家国情怀、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结合案例分析和参考阅读书目，建立了

会计史课程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逻辑框架。针对这一方案，付磊教授认为，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应建立在会计历史发展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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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上，注意内容与其他课程的衔接关系，同时，对历史的介绍要秉承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政课程应起到引导而非迎合的作用，引导学生真正接受并实践科学态度和价值

观念。

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王爱国院长认为，在智能会计风靡全球的时代，有人提出“会计要消失”的观点，这恰恰是不了

解会计，不懂历史的人才有的想法。从会计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技术的变革从来都没有改变会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以

及会计的科学地位，相反，技术的革新使会计能够提供更高效的管理决策信息，会计的地位不仅没有被降低，反而大大地提

升。

天津财经大学韩传模教授认为,应立足中国会计史，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开展会计史思政课程建设。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康均副教授分享了近三十年会计史教学的经验和体会，提出应采取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把学生留在课堂，接受并

认同会计史课程。思政教学应与会计史教学在细节上融合，而非就思政论思政。湖南大学陈敏副教授认为，会计史课程淡化

功利、强调人文历史，其本身就包含了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对外经贸大学刘江宁研究员建议会计史思政课程建设在方法上

应以隐性融入为主，在素材上避免与其他课程重复，篇幅上宜画龙点睛，避免长篇大论，同时，应贴近热点话题，吸引学生的

学习兴趣。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和学者各抒己见，讨论热烈，为如何做好会计史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积极建议和完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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