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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应用型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掀起了一股实践教育

改革浪潮。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作为直接面向企事业单位,需要学生具备极强的实践能力,

这就要求教学工作能够不断改革陈旧的教学方法,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教学效果。校企“双元”育人机制

是一方良药,通过校企深度合作,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实践机会,塑造良好的实践环境,让学生学到即练到,

练到即得到。下文将探讨校企“双元”育人机制下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探索,以期为

财务管理教学实践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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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which has set off a wave of practical education 

reform.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is directly oriented to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so it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very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that can constantly reform the old teaching methods and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e school-enterprise "dual" education mechanism is a good medicine. 

Through the in-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enterprise, it will bring more practice 

opportunities and shape a good practice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can practice as soon as they 

learn and get as soon as they practice. The following will explor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 the "dual" educ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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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强化学风建设,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应用型

本科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注重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让学生具备走出院校就能走上工作岗位的能力,可以应对各

类财务工作,解决相关问题。校企“双元”育人机制,能够让实

践能力的培养方式更加多元化,高校教学工作者可以带领学生

进入广阔的企业实践天地,让学生接触真实的财务工作场景,通

过丰富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并落地应用。 

1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引入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

学的必要性 

1.1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遇到的问题 

首先,我国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内容较少。本

科院校教学工作的理论教学较多较深,学生需要掌握的内容

很多。但是,当需要学生解决实际的财务问题实现基本的财务

操作时,学生还面临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无法联系的问题。财

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必须围绕理论教学展开,关于企业的

各类财务活动,如筹资、分配、预算等问题,以及企业关注的

成本核算、财务体系运作、财务控制等问题,还需要学生进行

大量的练习才能够掌握。在实践练习量不足的情况下,本科院

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内容不够规范,脱离实际需

求,依靠教师个人能力设计实践课程和相关活动等问题,实践

教学的水平难以保障。 

其次,传统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集中在基础上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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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上,体系不完善。学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会计软件操作能

力,但是财务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具备职业判断能力以解决实际

问题,软件应用课程很难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更无法将金融管

理的方法和技能教给学生。软件教学仅作为最基本的实践教学

内容出现,很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再次,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形式比较

单一,以验证性实验教学为主,教师手握唯一答案,学生上实践

课的目的是得出标准答案。教学过程中忽略了财务实践,只关注

唯一结果。而实际情况是,很多财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

的[1]。长期以来,师生都以唯一正确答案开展实践活动,很难让

学生从中获得能力的培养和思维的拓展。 

最后,应用型院校的财务管理教学局限在校园内,校外实践

内容少,基础薄弱,学校一般只买一套财务软件,专业实践内容

匮乏。学生上财务实践课只用办公软件完成肤浅的财务问题。

校企合作机制本早已存在,但是院校的校外合作企业和实习基

地通常沦为摆设,学生很难接触到财务管理工作的真实场景,也

就很难得到实践能力的锻炼。 

1.2将校企“双元”育人机制引入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

优势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是国家教育改革背景下产生的,能够

有效提高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水平和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途径。

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工作应立足应用需求,将理论

与实践联系起来。校企“双元”育人机制借鉴德国职业教学“双

元制”模式,总结了企业学徒制的经验[2]。校企联合,共同研究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培养计划,及时将企业生产研发中的各种新

技术新工艺纳入教学内容之中,增加学生实践训练的课时比例

和理论应用深度。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能够让实践课程更加丰富。本科院

校大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心怀发展理想。财务专业的学

生急迫地需求实践教学活动,渴望参与真实的财务管理环境,加

深体验,更直观地了解实际工作中会遇到的问题。高校教师组织

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控制整个过程,以

新颖的形式促进学生参与活动,积极表达,踊跃提出问题。实践

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主

动参与到实践课程当中。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也能够让教学目标更加明确。理论

教学的目标主要以学会某些理论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为目标,

考核内容也局限在理论的认识深度上。而实践教学的目标则更

加明确。应用型高校的财务管理教学目标的本质在于将经济、

管理、法律、金融相关知识教给学生,培养学生在金融、商业企

事业单位或院校从事财务、科研、教学等工作的能力[3]。本科

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不仅具备较深的理论功底,也要完

成岗位训练,掌握财务管理各项技能,提高实操能力。企业在教

育工作中的介入,不仅能够提供财务管理场景,也能提供部分教

学场地,还能提供相应的教学人力资源,让教学过程新颖丰富指

导性强。 

2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引入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

学的措施 

2.1备课途径多样化 

在校企“双元”育人机制增加了高校教师备课的途径。应

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工作中,理论教学知识多且深,理

论教学资料较少,教师备课仅局限于教材。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

应用能力,教师可以广泛涉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内容,从经济新

闻、法律新闻中都可以获取足够的趣味性强的教学内容。在企

业的帮助下,教师可以获取更多财务管理工作实例,将这些实例

充实到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

认真思考积极参与,帮助学生用实例来理解理论知识,让他们理

解财务管理的意义,从财务管理实际工作场景中获得启发[4]。近

几年我国税收改革进步较快,为了了解税收改革给企业带来的

影响,教师将合作企业的实际财务案例引入课堂。改革前与改革

后,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如发票管理,报销管理,报税管理等都

有了较大调整。通过真实企业的实例,学生能力充分理解企业为

何调整,如何行使纳税义务的同时保障企业利益最大化。财务政

策的变化不仅影响企业,也影响企业中的每个人,例如企业的工

作人员面对个税起征点的变化,如何管理薪资[5]。对于学生来讲,

无论从企业的宏观角度,还是从个人的微观角度,直接了解利益

相关第一线的人事物,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培养财务管理能力

的同时,建立财务管理思维。 

2.2教学方法丰富化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下,应用型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教学

的教学方法也更加丰富。教师为确保实践教学的效果,可引入多

种教学方法。完成理论知识授课后,引入合作企业的实际案例,

展开案例分析,专家解析,小组讨论等形式,让课堂上的实践教

学内容更丰富,方法更多样。 

案例教学法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本科院校的大量应

用证明了案例教学的效果。案例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形式,

具备实践性和启发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财务管理教学中,

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同条件下,需要

不同的解决方案。教师开展案例教学后,提供了主案例和企业的

解决方案,让学生探讨是否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案。教师可以更改

案例的部分条件,让学生根据新的条件提出解决方案。学生不仅

要学习,还要动脑,必要时动手实践。将案例教学的思想方法贯

穿到财务管理各门专业课程中,引导学生感受理论实践相结合,

彼此推进,循序渐进的过程[6]。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给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财务管理教学

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为展开实践教学,教师可邀请企业中的

财务管理人员,走进课堂为学生讲述财务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为学生答疑解惑,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企业实际经营

状况的认识。学生看待问题更加客观,缩短了象牙塔和工作岗位

之间的距离。 

2.3不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质量与教师的能力息



教育研究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4 

Education Research 

息相关。教师应抓住校企“双元”育人机制为本科教育带来的

机遇,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就要深

入企业实际环境中。只有教师具备一定的实践水平,才能为学生

配备提高实践能力的课程,适应财务工作需求。教师可以将深入

企业实践作为一种备课形式,提高个人能力的过程具备可借鉴

性,复制个人经历,根据学生实际条件调整教学内容,则能够帮

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目前我国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已出台部分

政策鼓励支持教师走进企业开展实践活动。 

教师也可以了解各种职业资格证书,从企业实际需求中搜

集相应资料,了解各种考试的逻辑内核。帮助学生设定目标和学

习内容,找准考试方向,完成资格考试。财务管理相关的职业资

格证书,一直以来都具备较高的含金量。想要考取高级财务证书,

学生也必须具备较高的实践能力,不能只局限在理论知识学习

上。通过职业证书考试的过程是一场艰苦的历练,学生提高了应

试能力,教师获取了宝贵的辅导经验。教师的备课能力也通过校

企联合得到提高。 

2.4增加校内外模拟实践环境 

教育教学工作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实际的案例,也要提供符

合工作需求的环境,帮助学生身临其境,了解工作岗位的真实需

求。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走进企业后,要面

临的工作并非基础的会计出纳内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基础工

作磨炼,职场人要帮助企业管理者解决各种金融、管理、法律、

理财问题。身临其境的环境能够帮助本科院校学生提前了解财

务工作内容。在本科学习期间,全部实践课程都进入到真实环境

中学习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在当前环境下,校企“双元”育人机

制推动高校寻求企业支持,在校内建立财务管理模拟实验室,为

学生设计模拟实验环境。根据财务管理专业的特点,本科院校内

设计模拟企业,模拟财会室,模拟实验室等。在模拟企业中,部分

企业提供产品,部分企业提供服务。根据企业的不同定位,会产

生不同的财务管理场景。学生在模拟实验室中可以对营销、理

财、贸易、税务、保险等各种业务展开模拟。模拟过程中,提供

虚拟的财务收支和产品服务的交付活动,其他的物品,如账目、

票据,软件等均以实际经济活动中的通行标准来操作。在实验室

内,学生可以经历企业内部财务工作,以及企业与管理单位之间

的业务操作,理清环节,了解内部逻辑,无真实经济活动的风险,

却能够提高学生的岗位实操能力。有了工作经验,学生的自信心

更强,整体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均得到提升。本科教学可以邀请

合作企业的财务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培训指导。企业也可聘任

高校教师和学生进入到实际岗位实习。校企“双元”,合作育人,

让企业与高校获得双赢。 

3 结语 

校企“双元”育人机制的引入,让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

专业的教学工作找到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新途径、新方法。

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

找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面对这些教学方面的困扰,引入校企

“双元”育人机制,让学生迅速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实际财务

工作场景联系起来,解决本科财务教育理论深入而实践不足的

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从教学环境,教师能力,实践模拟等多个角

度切入,多管齐下,师生共同进步,能够有效提高财务管理专业

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

相关工作输送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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