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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电算化教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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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电算化在我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很快。然而，目前我国的会计电算化
应用水平还不高，各行各业发展也很不平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会计电算化的
专业人才匮乏。因此，培养和造就大批会计电算化方面的专业人才是会计电算化工作
的迫切需要。 
    一、会计电算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会计电算化人才可分为三类：（１）软件操作人员：主要负责在计算机内进行初
始化、凭证录入、凭证审核、汇总、记账、结账、统计、报表编制等工作。这是初级
会计电算化人才。（２）开发维护人员：主要负责财务、管理系统的分析、开发、设
计、调试和维护，应掌握两种以上系统开发语言工具。这是中级会计电算化人才。
（３）网络会计开发维护人员：主要负责单位内部网络的开发、组建、维护等工作，
应有较强的计算机硬件处理能力。这是高级会计电算化人才。 
    当前，计算机已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会计核算与管理工作全面实施计算机
化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会计电算化虽在部分地区和行业有较大发展，但就
全国而言，真正能做到彻底甩账的单位凤毛麟角，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相比
显得极不相称。既精通计算机又熟悉会计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制约会计
电算化发展的瓶颈。 
    不少高等院校这几年出版了许多会计电算化同类教材。从教材内容上看大多分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会计电算化的基础理论及会计电算化管理。第二部分主要
介绍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技术。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会计电算化实用技术，即会计软件
使用时所必备的基础知识。这三部分内容在同类教材中所占的比重差异性较大，形成
各自的特色。但要培养“创造型复合型”人才，仅仅只有会计电算化教材是不够的，
还要设置会计电算化的系列课程，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会计电算化人才。 
在会计电算化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１）现有教学手段落后，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教学方法，缺乏优秀的教学课
件。（２）长期以来，该课程存在内容陈旧落后，资料不系统，方法不科学等一系列
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实验课的主要内容是在计算机上应用某种财务软件进行
财务处理，未能将所学理论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３）不够注重基础教学，教学方
法不灵活。 
    二、改进会计电算化教学的建议 
    （一）培养创造型复合型人才。 
    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与提高，客观上需要高质量的会计软件和大量不同层次的
人才，特别是中高层次的人才。软件是智慧的代名词，高质量的会计软件需要优秀的
软件设计者研制开发，会计软件的持久应用也离不开称职的软件维护人员，他们应该
是既精通会计业务，又精通计算机和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从培养“创
造型复合型人才”目标出发，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会计专业学生学习软件工程技术
和计算机相应技术的比例，使他们具有会计电算化这一领域的坚实理论基础和实际研
究能力。 
    （二）补充会计电算化教材。 
    我们除了继续在会计学专业中开展会计电算化教学，还可以在计算机应用及其相
关专业中设置会计电算化的系列课程，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会计电算化人才。由于学
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不同，因此教学的侧重点也应有不同之处。这就要求课程体
系的设置必须适合不同的特点，以实现教学目标。笔者对会计电算化课程体系作出设
计，见下表： 
以上系列课程是在完成不同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安排的。作为培养会
计电算化专门人才的主要课程，课程设置结合了不同专业的特点，弥补各自的薄弱环
节并突出各自的优势。此外，还应经常性地以开设专题讲座的形式，介绍关于会计电
算化的应用现状、发展动态以及新的规范要求，并应安排实习，作为课程体系的补
充。 



    （三）改革、创新会计电算化教学方法。 
    １．计算机ＣＡＩ为主的教学方法。实施以多媒体ＣＡＩ教学为主，其他手段为
辅的多元化教学方法，尤其是对财务软件应用部分的教学必须采用ＣＡＩ形式，现教
现学。浓厚的兴趣是学好会计电算化的源动力，因此应充分发挥现代计算机多媒体功
能，选用优秀的课件，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自觉掌握会计电算化专业知识。 
    ２．强化实践教学，加大实验成绩的比重。注重实验动手能力是该课程的主要特
点。改革后的实验内容有四项：手工做账→利用财务软件做账→财务处理系统开发→
调试与验证系统。要顺利完成所有实验内容，必须先搜集一整套完备详实的企业会计
实务资料，将这套资料分别用于上述四个不同的实验过程，这样有利于将手工做账流
程与计算机做账流程以及自己动手开发出来的系统软件进行综合对比，有利于学生从
感性上认知并掌握会计电算化的本质。 
    ３．注重基础教学，改革教学方法。通过课程设置以及课程内容的改革对学生加
以适当引导，让学生明白，学到一门实用新技术，操作一个新产品只能管几年，而打
好专业理论基础，就能管用十年甚至几十年。 
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如何提高会计电算化教学活动的效率是一个关键问题。笔者认
为，出路在于教学实践中要弱化教师课堂讲授的份量。如果有一本好教材，有良好的
课外学习环境和氛围，特别是任课教师对课程的深刻理解，在授课中深入浅出，提纲
挈领，那么原来的课时缩减是完全有可能的。加上利用多媒体手段教学，利用网络辅
助交流，基本可省去学生在课尝上记笔记，老师抄板书的时间，大大提高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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