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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1 引言

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 ———两个大计高度概括了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

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一重要讲话，体现

了总书记对教育工作“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

就“为谁培养人”的深刻思考之下，课程思政教育应运而

生。 专业课教师铸魂育人的意识和能力，让教育者先受教育，

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如何致力于

推动“思政育人”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将思政教学元素融

入专业课程之中，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使得培养

出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人才。

2�财会专业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的办学宗旨定位于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财会

专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职业道

德教育的疏忽，则最容易使我们精心培养出的人才“有才无

德”。 财会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多为企业财务岗位、财会代理

服务行业或税务机关等，这些岗位或部门对于人员的职业素

养和道德素养要求相对较为严格。 如不重视思政教育，出现

职业道德沦丧、职业犯罪丛生、经济损失严重、一系列社会问

题尖锐重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承受的恶果，因此针对财

会专业的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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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会专业目前课程思政实施的主要问题

3.1�统一的思政教学难以满足对财会专业人才的职业要求

原在 2017 年以前， 财会专业学生需要在会计从业资格

证考试中通过《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合格方能上

岗财会工作，总体来说对职业道德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 在

2017年取消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以后，会计职业道德仅仅作为

经济法课程里面的一个章节，占的考试比例也比较小，绝大

多数财会专业的学生在思政教学上缺乏系统的学习，与其他

专业的思政要求趋同，这与处在经济业务核算监督的财会类

岗位职业道德要求上差距甚远。

3.2�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在教学环节中， 授课老师讲的较多的是会计的法律法

规、将会计职业道德进行理论的阐述，让学生记住重点，忽略

了职业道德在财务工作中的运用。 学生只记得要遵守会计准

则、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怎么去遵守、怎么去贯

彻，违背后有什么后果，对国家对社会有什么恶劣影响却一

概不知。

3.3�职业道德教育重感性、少理性

在职业道德教育上，对学生的引导更多的是让学生形成

了感性的认识， 明白在财务数据的处理上必须以诚信为原

则，掌握了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中可靠性要求企业应当以实

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

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

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但是学生对不符合诚信

的财务数据的认识还是不够， 这些在《基础会计》、《税法》、

《财务会计》等课程思政中都有强调，但是学生缺乏理性的认

识。

4�课程思政在《财务报表分析》课程中的实施

反馈

4.1�弥补其他专业课程中植入课程思政理论化的特点

在实际的课程授课中，自学生入校以来一直在专业课程

上强调会计的职业道德。 但是学生在学习财会专业的初期对

职业道德的理解较为模糊， 基础课大多是在大一大二进行，

学生对财务、会计、审计等职业还没有形成全面的认识，这时

候的思政引导就是告诉他们要这样做，但学生不理解为什么

要这样做。 而《财务报表分析》课程多为有一定基础后进行的

专业课程，学生对自身未来的工作和职业都已形成一定的认

识，再结合思政教学，学生更容易理解，也更也更贴近学生的

就业实际。

4.2�《财务报表分析》注重的是企业各类报表的分析处理，

多采用案例教学的模式，需要收集引进大量的企业案例进行

分析

在教学案例的收集中，学生可以接触到一些上市公司不

合规的一些案例处理，也会接触到优质公司的财务报表。 譬

如在巴菲特收购沃尔玛旗下企业的财务报表分析数据中，由

于沃尔玛财务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比性 ，轻而易举的引来

了近 15 亿美元的投资，让学生认识到诚信、真实在财务中的

重要性。 在学习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分析中也会引进一

些不合规的企业报表，譬如某上市公司通过虚假销售虚增资

产的，学生很容易通过数据的对比领悟到财会人员的责任和

使命。 这时候贯彻思政教学，显得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让学

生从法规要他这样做转变成为自己要这样做。

4.3�《财务报表分析》课程重实践，重合作

实践课采用项目式教学，要求学生编制报表，到企业去

调研，分析报表数据，查找问题。 这中间困难重重，从查资料

开始、到报表编制、到实地考察，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时间和精

力，也让学生学会了吃苦耐劳，养成细致、严谨、团结协作的

工作作风，培养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4�《财务报表分析》课程思政让思政教育更贴近工作实

际

课程思政与《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结合，既改变课思政

就是讲理论、讲法规、讲操守，是高高在上精神这样的想法，

让思政教育更贴近了他们的工作实际；同时也改变了财务分

析就是算数据、对指标、套模型分析等生硬的操作。 让课程教

学更生动、更有血有肉，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更好的进行融

合。

5�结语

课程思政是专业老师在课程中需要落实贯彻的，从学生

入学到最后就业、实习，每一个阶段，在每一门课都需要进行

实施。 课程中的思政区别与我们的思政课程，可能是分散的、

碎片化的，还没有规范的体系，但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学习期间

打上老师的烙印，那就需要每一位专业老师深入的思考专业

教学与课程思政点的融合，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方能更好的

实施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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