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职 高专会计电算化课程体系的重构

口 庄明 来

如何造就高素质高职高专的学生
,

扩大其创业

和 自主就业的 空间
,

是当代教育的一个巫 待解决的

问题
。

以市场为导向
,

培养市场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

才能扩大就业的范围和 门路
。

面对知识经济的新世

纪
,

要改革高职高专的专业知识结构
,

努力营造出

一 个信息时代追逐知识
、

追求创新的新一代大专学

生
,

首先必须优化课程结构
。

近年来
,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

为企业提

供决策支持的会计
,

其人才的需求通过设立会计专

业 的高校数量便可略见一斑
。

不仅名牌大学纷纷增

设会计学专业
,

绝大部分的高职高专院校也都设立

这 一专业
。

据统计
,

全国大专院校中有 1 l/ 0 的学生

是学会计的
,

因而
,

如何培养众多会计学子也就显

得十分重要
。

面对 21 世纪信息技术一 日千里的发展
,

尽管几乎所有的会计系
、

会计学院也都开设了电算

化会计
、

计算机审计
、

电算化理财等课程
。

但如何

才能够真正使会计学生不仅具有适应当前工作之需

的技术和知识
,

而且还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和潜力
,

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加 以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

一
、

高职高专的计算机教 学的 目标与

内容

要想能够支持现代人在信息社会有效地工作
、

学 习和生 活并能有效地应付人 口压力
、

粮食匾缺
、

环境污染等各种危机
,

现代人必须具备四种最基本

的学 习能力
,

即学会认知
、

学会做事
、

学会共同生

活 和学会生 存
, “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
”

认为
,

教育必须围绕上 述四种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
、

重 新

组织
。

而审时度势
,

以适应社会需求为 目标
、

以培

养专业技术能力为主线来设计培养方案的高职高专
,

其教学 目标是否涛声依旧
,

抑或另有创新 ?

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这一问题
。

厦 门大学

会计系曾经于 19 98 年 6 月 至 9 月在广州
、

上海
、

南

京
、

南昌
、

武汉等 19 个大
、

中城市的在校教师
、

在

校学生及会计实务界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800 份
,

其

中
,

收 回实务界人士问卷 13 7 份
,

实务界有 8 .2 5 % 的

人认为
,

会计本科生应培养成通才基础上 的专才
,

也即基础扎实
、

知识面广的会计专门人才
,

其所建

立 的扎实基础 和所拓宽的知识面主要服务于本科生

增强发展后劲
,

在会计领域工作中干得更为出色
。

笔者认为
,

实务界对会计本科生 的要求如此
,

而作

为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
,

以

适应社会需 要为 目标的高职高专教育
,

培养通才基

础上的专才仍然是其目标
。

然 而
,

高职高专生 与本

科生差异 以及其在 校时间较短等原 因
,

使人们在通

才与专才 的选择上更注重 后者
,

更 注重学 以致用
,

故而对其知识结构就必须另有打造
。

具体而言
,

其

教学计划 与课程设 置既要 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

应用性
,

又要让学生具备一定的发展后劲
。

人才的竞争取决于 教育
,

而受教育者应当掌握

计算机知识和信息新技术
,

这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
。

在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教育结合培养的过

程中
,

由于高职高专 比较 强调 其应 用性 与 实践性
,

因而技术教育可能要考虑 多一些
。

而作为技术教育

重头戏 的计算机基 础教育
,

不 能 不令人刮 目相 看
。

客观地说
,

计算机基础教学所包括 的知识基础
、

能

力基础 和应用基础的三个方面缺一 不可
。

而课时 的

不足则由不得我们均衡三个方面的学 习时间
。

最近
,

教育部发布 了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

行 )》
,

提出加快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步伐
,

从

小树立科学观念和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和实践能力
。

其中要求高中生应当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基础
、

操

作系统
、

文本处理
、

网络基础
、

数据库
、

程序设计以

及计算机硬件结构及软件系统
。

这些内容既包括知

识基础知识
,

同时也涵 括一定程度的能 力基础
。

尽

管高校与中学的培养 目标迥异
,

但 由于 中学期间 已

经讲授 了计算机文化知识内容
,

在大学中就 可减少

对知识基础 的讲授时间
。

而就能力基础 而言
,

其内

容主要包括计算机的基本操作能力 ; 硬 件的基本配

置
、

选择购置能力 ; 文字
、

表格
、

图形的处理和制作

能力 ; 应用 玩et o et 进行信息检索
、

文件下载
、

收发

E
一m ai l 和传真的能力 ; 计算机病毒的检测 和防治能

力等
。

如果说能力基础的培养更贴近未来的话
,

那 么
,

应用基础的教育则更能使学生收到立竿见影 的 良好

效果
。

由于高职高专教育的特殊性
,

在知识基础
、

能

力基础和应用基础三者的课程与课时的安排
_

L
,

仍

然要遵循基础理论教学 以应用为 目的
,

以必须 和够

用为度
,

侧 重于专业课的计算机应用 的教学
。

换句

话说
,

应用 基础无论从课时 的设计
,

还是从教 学内

容的设置
,

都应当着眼于应用
。

但是有两个方面必

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

其一
,

面对
“

知识爆炸
”

和信息新技术的迅猛

发展
,

计算机应 用基础 的教学内容不能 包罗 万 象
,

如何对信息技术的内容有所选择
、

有 所筛选
,

则 是

令确奋铸龟苏橄玻麟
、

杂



一个至关重要 的问题
。

以经济管理类高职高专为例
,

电子商务
、

管理信息系统
、

网络实践
、

大型数据库
、

计算机安全
、

经济管理类软件 (如 E R P 和 M R P n 等 )

的操作与评析等都应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

其二
,

作为领先于社会的大学教育
,

显然不能

讲授与当今社会所流行的软件内容差别较大的
、

使

用价值不 大的内容
。

因而
,

所开设课程的 内容应当

具有动态反 映的
,

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新知识
。

尽管

计算机软件 的 日新月异
,

系统软件
、

应用软件层出

不穷
,

但是一个时期总有其主流的操作系统和工具

软件
,

应当使学 生抓住主流
,

举一 反三
。

同时
,

尽

可能采用先进 的教学手段
,

也有利于学生接触更多

的新一代软件
,

而科学合理地安排各有关的计算机

内容的讲授
,

才能使学生牢固地掌握所学到的各种

知识
。

二
、

会计 电算化教学的课程体系重构

10 年前
,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改革研究组就 已经

提出
:

会计电算化教育应以培养学生 的应用能力为

主
,

以提高学生掌握一定的程序开发
、

设计
、

修改

能力为辅
。

并提出在大学会计专业应设五门课程
,

即电子计算机基础
、

计算机高级语言
、

·

会计电算化

软件包应用
、

管理信息系统
、

程序设计基础
。

虽 然

时过境迁
,

但以应用能力为主的培养 目标则不容改

变
。

而在课程设置 中则要审时度势
,

根据当前计算

机应用的发展
,

作出相应 的调整与改变
。

高职高专会计专业的电算化会计教学
,

毕竟不

同于社会上会计人员的初级
、

中级
、

高级会计电算
化的培训

。

但是
,

它又不能不考虑社会的需求
。

目

前或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
,

高职高专的会计电算化

教学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

财政部在 19 94 年 5 月 4 日发布的 《关于大力发展我
国会计电算化事业 的意见 》 指 出 :

到 2 01 0 年
,

力争

使 8 0% 以上的基层单位实现会计电算化
,

从根本上

扭转基层单位会计信息处理手段落后的状况
。

因此
,

高职高专的毕业生首先应当能够熟练操作各种会计

软件
。

并具备掌握会计软件的维护技能
。

应当说
,

这一基本技能是对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最低要求
。

在学会对多种会计软件的操作与维护的同时
,

这类学生还应当由表及里
,

学会商品化会计核算软

件的选择与评析
。

能够根据合规性
、

可操作性
、

通

用性
、

可审性 以及适用性等标准动态性地判断会计

软件的优劣
。

而所谓动态性判断
,

也 即根据企业发

展前景和会计软件的发展趋势加以评价
。

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并非纸上谈兵
,

而 电子商

务环境下 的会计核算
,

更需要操作网上的相关软件
,

才能藉以 了解电子商务的整个运作流程
,

掌握电子

商务会计核算的确认
、

计量
、

记录与报告的基本原

理
。

同时
,

作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子系统
,

会计信息子系统又与其他各个子系统联系极 为密切
,

抛开 管理信息系统的其他子系统而单独去谈会计软
件

,

就很难理清会计与其他各子系统的数据联系
。

而要深人了解管理信息系统
,

又必须介绍典型 的管

理软件 (如 E RP 等 )
,

使学生从中熟悉这类软件的功

能结构
,

并且领略现代管理的新理念
。

计算机安全控制是未来信息管理一 个极为重要

的问题
,

特别是面临网络 的复杂环境
,

黑客的攻击

防不胜防
,

因此很有必要让学生 了解网上会计信息

的传递与存储
、

保障网上 电子结算安全所采用 的技
术与方法

,

以及信息加密与解密的基本原理
。

必须提及的一点是
,

当前所使用的会计电算化教

材中
,

尚有不少 的教科书介绍有关程序编写
,

并要

求学生掌握应用程序编写所使用的命令
、

语句
、

函

数等
。

在本科教学中
,

由于学生 在一
、

二年级就 已

经学 了 F O X B A S E
、

F O X P R O
、

P o w e r B u
i ld 等数据库

管理系统
,

因而对会计核算中的帐务处理
、

会计报
表

、

工资等模块的程序编写都能驾轻就熟
。

而在高

职高专的教学之中
,

由于课时有限
,

上述数据库管

理系统的课程难以开设
,

学生编程就难以得 心应手
。

另外
,

由于学生今后就业主要面 向会计工作
,

因而

强求学生熟练编程意义不大
。

笔者认为
,

为了使学

生能够对应用软件的基本内涵及其运行过程有一个

清楚的认识
,

通过简短的源程序的介绍
,

学生 就可

以避免对应用程序的空泛之感
,

同时
,

通过对 源程

序的深人分析
,

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

综上所述
,

笔者对高职高专的会计电算化课程体
系的初步构想如下

: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授课课时 / 上机课时

1
.

计算机技术基础
.2 管理信息系统

3
.

电子商务与系统安全控制
4

.

电算化会计

.5 会计软件评析与信息使用

当前计算机新技术与新软件

M SI 原理
、

E R P 软件结构等

电子商务
、

计算机安全等
A sl 数据流程

、

程序与编译计算机审计等

实用软件操作
、

评析
,

利用 E xc el 等工具

软件挖掘
、

使用会计数据等

54/ 3 6

5 4 / 3 6

54/ 36

543/ 6

54/ 3 6

合计 2 7 0 / 1 80

其中的
“

电算化会计
”

课程的基本内容可包括会

计核算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一般方法 (6 课时 )
、

会

计软件的开发
、

设计及编程 ( 3 2/ 2 8 )
、

应用程序编译

(4 / 2 )
、

计算机审计 ( 10 / 6 )
、

电算化会计的内部控制

( 8 ) 等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会计系 )

令吸奋愉龟要橄劝触
、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