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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下关于中等职业教育会计教学发展的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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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ERP 系统的应用，改变了传统会计职能，对会计人才的综合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但中职会计教育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师资力量等方面与行业需求脱节，导致学生难以有效应对实际工作

中的挑战。因此，改革中职会计教育以更好地培养适应现代会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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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RP 
systems,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 functions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of 
accounting talents. However, vocational accounting education is out of touch with industry demands in terms of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faculty,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in practical work. Therefore, 
reforming vocational accounting education to better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who can adapt to modern accounting work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Key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unting teach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变革，现代会

计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中职会计教育肩负着培养

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重要任务，如何提升教育质量、优化课

程设置和强化实践能力已成为迫切需求。分析当前中职会

计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以更好地

适应新时代对会计人才的需求。 

1 中等职业教育会计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中职会计教学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学理

念、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上。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仍

占主导，忽视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未能跟上会计行业，

特别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虽然许多学校已引入

现代会计工具（如会计软件、ERP 系统）并开展实训，但

课程内容仍有滞后，基础理论课程占比较大，缺乏与实际

工作相关的课程，如税务实务和财务分析等。同时，课程

未能有效对接社会经济需求，特别是在财务管理与决策支

持方面的知识不足，像 PowerBI 等财务分析软件未纳入课

程体系。尽管许多学校已开设实训课程，但实践环节仍显

不足，未能与行业需求对接。教学过于集中于理论，忽视

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毕业后适应工作环境困难。

因此，课程设置需要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加强现代

会计工具和数据分析的应用。 

2 中等职业教育会计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 

传统教学理念对中等职业教育会计教学的影响深远

且显著，表现在教学模式单一及过度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

上。虽然许多中职院校会计专业已引入现代会计工具（如

会计软件、ERP 系统等）的学习，并且开展了实训课程，

但整体教学模式仍存在较大局限。当前，仍然存在“以教

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课堂讲授与死记硬背的教学

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思考能力未能得到

充分培养。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多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

态，缺少主动参与和实践操作的机会，从而导致学习兴趣

与积极性较低，且难以深入理解和掌握会计实务中的核心

技能。尽管实践教学逐渐得到重视，但许多学校的课程设

计仍然偏重于基础理论的讲解，如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

等，过于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忽视了学生

职业素养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虽然现代会计工具的应

用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课程设置中与“综合

财务管理与决策支持”相关的财务管理知识学习仍显不足，

且 PowerBI 等财务分析软件的教学尚未普及。这使得学生

在毕业后，虽然掌握了理论知识和一些基本操作技能，却

未能熟练掌握现代会计中不可或缺的决策支持工具，导致

学生在面对复杂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缺乏相应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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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支持。此外，传统教学理念未能及时与现代会计行

业的发展接轨。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自动化、智能

化会计工具的普及，已使得现代会计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然而，现有教学模式未能有效融入这些新兴技术，尤

其是在 AI 思维的培养和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方面，导致

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面临较大的技术适应障碍。为了应对

这一挑战，课程设置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 AI 思维，帮

助他们掌握面对 AI 时代要求的创新性思维与技术应用。 

2.2 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性 

中职教育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

主要表现在过于强调学科本位思想，忽视了实际应用能力

的培养。当前的课程安排依然侧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尤其

是《会计学原理》和《财务会计》等课程，这些课程虽然

对于会计专业的基础教育至关重要，但过于集中于理论知

识的传授，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所需的操作技能没有得

到足够的关注。尽管大部分中职院校已经开设了现代会计

工具（如会计软件、ERP 系统等）的学习，并结合课堂教

学开展了实践实训课程，但课程设置仍然缺乏与行业需求

紧密对接的内容，特别是在“综合的财务管理与决策支持”

方面的课程设置尚显不足。例如，尽管现代会计行业对数

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现有课程未能引入

像 PowerBI 等财务分析软件的相关学习。这使得学生在毕

业时虽然掌握了一定的会计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但在面

对现代会计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财务决策支持和数据分

析任务时，仍然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工具使用经验。此外，

虽然部分学校在课程设置中已加入实践环节，但与实际工

作密切相关的课程仍显不足。例如，税务会计和相关实务

课程几乎没有开设。大多数院校仅提供《财经法规》这一

宏观性的税法课程，缺乏针对具体操作的《纳税会计》或

《纳税实务》等课程，这使得学生毕业后很难迅速适应企业

对会计人员的实际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AI 技

术在会计行业的应用日益广泛，但目前课程设置未能充分考

虑学生 AI 思维的培养，未能紧跟时代步伐。因此，课程内

容在回应社会和行业需求时显得滞后，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技术应用能力。虽然会计领域的基础理论教育仍

有其必要性，但课程设置应当更加注重结合行业的实际操作

需求，同时加强对学生 AI 思维、数据分析能力等现代技能

的培养，确保学生毕业后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环境。 

2.3 师资力量薄弱 

中职会计教育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师资力量的薄

弱。作为一门基础性且应用广泛的学科，会计对教师的要

求不仅限于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具备丰富的行业实践

经验与较强的教学能力。目前许多会计专业的教师缺乏与

行业紧密结合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现代会计软件及信息

化财务管理等新兴领域，教师的专业能力明显不足。尽管

一些中职院校已经开始引入现代会计工具（如会计软件、

ERP 系统等）的教学，并安排相应的实训课程，但教师在

这些领域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经验仍然不足，导致“综合的

财务管理与决策支持”方面的知识教学不足，尤其是

PowerBI 等财务分析软件的使用，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

实践。此外，许多会计教师依然坚持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

材，未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致使教学内容滞后，

无法适应行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在 AI 技术、数据分析等

现代会计发展趋势下，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未能充分融入这

些新兴技术，导致学生在毕业时无法掌握现代会计工作所

需的核心技能。与此相关的是，中职院校普遍缺乏完善的

教师培训机制，教师的继续教育和行业培训机会不足，部

分教师无法及时掌握行业最新的动态与新技术，这使得教

师的专业发展与行业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在教学组织方面，

部分中职院校的会计教师数量不足，尤其在实践教学及实

训环节，教师资源的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为了弥补这一缺

口，部分院校不得不依赖兼职教师来承担部分教学任务，

而兼职教师通常在教学经验和课堂管理能力上存在差距，

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受到限制，最终导致学生在就业

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因此，中职院校在提升师资力量方

面，需要注重教师的行业实践经验培养与技术能力提升，

尤其是在现代会计工具、数据分析软件和 AI 思维的教学

方面，确保教师能够满足行业的最新需求，从而提高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3 中等职业教育会计教学的发展对策 

3.1 教学理念与课程设置的调整 

中等职业教育会计教学的改革应从教学理念与课程

设置两方面着手。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

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迫切需要转型为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与

实际操作能力的教学方法。会计专业的教学不仅应局限于

理论知识的讲授，更应转向以“能力提升”为核心的目标。

这一转变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引入问题导向与案例教

学，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与决策水平。

在课程设置方面，虽然大部分中职学校已经在课程中融入

了现代会计工具的学习，如会计软件、ERP 系统等，并且

注重课堂理论与实训的结合，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

是与“综合的财务管理与决策支持”相关的财务管理知识

学习较少，且现代财务分析工具（如 PowerBI 等）尚未得

到足够的关注
[1]
。因此，课程体系需要进行适时的更新，

增加对财务管理、决策支持和财务分析工具的学习内容，

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此外，课程设计应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虽然现代会计教学已

逐步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通过实训课程与模拟实习等方

式，让学生在掌握现代会计操作技能的同时，提升他们的

职业素养，但在 AI 时代，课程设置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考虑如何培养学生的 AI 思维。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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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应注重培养学生在会计领域的 AI 思维与数据分

析能力，以提升学生在未来工作中的适应性与竞争力。 

3.2 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完善的课程体系 

建立一个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完善课程体系，对于中

职会计教育至关重要。课程体系应与中职教育的目标高度

契合，重点培养基层企事业单位所需的初级与中级会计人

才。为此，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学校应充分考虑学生毕业

后的就业方向，确保课程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实际操作

能力，并使他们能够迅速适应企业的需求。这不仅要求教

学内容紧跟行业发展，还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帮

助他们掌握会计工作中具体的技能，如账务处理、财务分

析与税务管理等。大部分中职院校已在课程设置中融入了

现代会计工具的学习，例如会计软件、ERP 系统等，并通

过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训相结合，帮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掌

握会计技能。然而，在财务管理与决策支持方面，相关知

识学习尚显不足，尤其是像 PowerBI 等财务分析工具的学

习尚未充分开展。因此，课程体系应进一步完善，加强对

“综合的财务管理与决策支持”相关内容的学习，帮助学

生掌握现代财务管理与数据分析的核心技能，以便更好地

适应企业对数据驱动决策的需求。同时，课程设置还应考

虑加入 AI 思维的培养，尤其是在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

智能日益影响会计行业的背景下
[2]
。通过引入 AI 思维课

程，让学生在掌握传统会计技能的基础上，能够应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进行财务分析与决策支持，提升

其在未来职场中的竞争力。教材内容应及时反映会计行业

的新动态，特别是在信息化与智能化领域，增加现代会计

工具、财务分析软件等相关知识的学习。通过建立一个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不仅能够确保学生具有扎实的理

论基础，还能帮助他们灵活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从而提高其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毕业后，学生能够迅速适

应工作环境并应对日益复杂的财务管理与分析任务。 

3.3 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提升中职会计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改革传统教学方

法，特别是强化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传统教学方法过于

依赖课堂讲授，注重知识传授与记忆，忽视了学生实际操

作能力的培养。虽然这种方式有助于学生掌握基础理论，

但难以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因此，教

学重点应转向更加注重实践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教学方法应更加注重实际操作和案例教学。例如，通

过模拟企业账务处理或财务报表编制等情境，学生可以在

面对具体问题时，锻炼分析与决策能力。目前，大部分中

职学校已经将课堂理论与实训结合，学生在学习现代会计

工具（如会计软件、ERP 系统等）时也获得了一定的实际

操作机会。然而，课程内容仍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财务

管理与决策支持领域，PowerBI 等财务分析工具的应用尚

未被纳入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 AI 技术来提升教学效果。例如，通过虚拟仿真

技术模拟企业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操作，增强

其学习体验感并提升实践能力。AI 技术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和应用现代会计工具，还能提升他们在数据分析与

财务决策中的效率与创新能力。此外，增加校外实习与企

业合作机会也是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

与企业的合作，学生可以在真实工作环境中体验现代会计

操作流程，了解行业动态，并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需求。

同时，通过小组讨论和团队项目等形式，学生将在团队合

作中提高沟通、协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于进入职场

后适应企业团队文化至关重要。 

3.4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是提升中职会计教育质量的关键。教师

不仅需传授知识，还应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目前，部分会计教师缺乏行业经验，未能将最新的行业动

态与技术融入教学，导致教学内容滞后，无法满足学生的

实际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应定期参加行业培训、

讲座和现代技术应用的学习，提升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

教师的教学方法也需与时俱进，采用项目导向、案例分析

等多样化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感。尽管大部

分中职学校已结合理论与实训教学，现代会计工具如会计

软件和 ERP 系统的学习已有应用，但“综合财务管理与决

策支持”方面的知识仍显不足，PowerBI 等财务分析软件

尚未纳入课程。教师应加强这些工具的应用教学，确保课

程跟上行业发展。此外，课程设置应融入 AI 思维培养，

帮助学生应对未来财务管理中的数据分析需求，提升创新

能力。学校还应通过优化激励机制，吸引更多具有行业经

验的优秀教师，进一步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4 结语 

中职会计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术型人才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随着行业发展和技术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和课

程设置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通过改革教学理念、优化课程

内容、加强实践教学和提升教师队伍建设，能够有效提升教

育质量，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和创新思维。未来应紧跟行业

需求，强化 AI 技术和财务分析工具的应用，确保学生适应

数字化转型，为社会培养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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