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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基础会计课程一直作为各大经管类院校的专

业必修课，且其重要性日益提升，但目前基础会计的教学却面临着挑战与改革。近年来提出的OBE教育

理念，已愈发受到重视，被越来越多的高校融入进了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过程中。所以，如何将OBE教
育理念融入基础会计课程教学改革中，提升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品质，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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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new demands are put forward for talents training in 
colleges. The Basic Accounting course has always been a compulsory course in major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olleges, and its importance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But at present, the basic account-
ing teaching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and reform. In recent years, the OBE education concep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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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reform and personnel 
training process by more and more colleges. Theref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OBE education concept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asic accounting cours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basic ac-
counting course is a problem worth exploring. 

 
Keywords 
OBE Education Concept, Basic Accounting Course, Teaching Refor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在多方面的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这就对于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而多种先进的教学理念、方法和技术则为高校的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不断提供思路。其中，

OBE 教育理念作为一种目标导向、需求导向的教育理念，根据要达到的最终教学成果反向设计教学过程，

更加强调以学生为本。基础会计课程作为各大经管类院校的一门必修课，是学生掌握基本财会知识所必

不可少的课程，其在人才培养与课程设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会计课程的实操性强，且与生活联系紧

密，为让学生能够更扎实地掌握财会知识，并能真正将理论知识应用至之后的实务工作中，在基础会计

的教学过程中融入 OBE 教育理念，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以便为现代社会培养专业知识扎实，上手能力强

的复合型人才。 

2. OBE 教育理念的基本概述 

OBE 教育理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Spady 于 1981 年提出，他认为在教学开始前，教育者就应预先确定

要达到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之后围绕该目标与成果展开教学[1]。这是一种“以最终的成果作为教学

导向，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设计教学过程”的先进教育理念。依据当今社会对人

才需求的标准，确定学生需要学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学习成果，如何帮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

从而重构教学内容，反向设计教学过程。在 OBE 教育理念的支持下，教学的中心始终是学生，不再是教

材有什么老师教什么，而是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基础，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国内外众多学者 OBE 教育理念的理论展开了相关研究。Deepak 认为，在 OBE 教育理念的引导下，

每位学习者都可以在学习前就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最终取得明确的学习成果[2]。申天恩等人基于成果

导向教育的实践成果，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实务教学设计[3]。赵洪梅等人在阐明成果导向教育两个成果展

现模型的基础上，介绍了成果设定的标准及方法[4]。王永泉等人基于 OBE 教育理念，就课程教学的全过

程探讨了各环节所需要遵循的一般原则、形式标准和操作要点[5]。国内外学者不仅关注 OBE 教育理念的

理论研究，对于 OBE 教育理念的实践也在积极进行探索。Er Hui Meng 等人将 OBE 教育理念应用于医学

专业教学改革中，研究表明，这对于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6]。Heena 等人将 OBE 教育

理念应用于机械专业的考试中，发现此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7]。Nuwan 等人将 OBE 教育

理念应用于会计研究项目中，研究表明能为会计专业的教学和评价提供实质性帮助[8]。卢志海建议高职

院校在推进旅游管理专业技能大赛的改革中融入 OBE 教育理念，以实现良好的“赛–改”互助循环融通

机制[9]。李雨润等人分析了在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融入 OBE 理念的优势，并提出了在现代教育技术课程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96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熙培 
 

 

DOI: 10.12677/ae.2024.146963 496 教育进展 
 

中融入 OBE 理念的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方案[10]。邓小芳通过对现代管理会计专业的实际教学情况进行

分析总结，提出科学运用 OBE 教学模式，能全方面促进学生能力的提升，辅助管理会计教学的顺利改革

[11]。王艳梅则认为，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中融入 OBE 理念，可以有效提高毕业生的

就业适应性能力，有利于不断推进专业教育工作，提升教育的实用价值[12]。 
因此在会计教学过程中融入 OBE 教育理念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在 OBE 教育理念下，教师关注的是

学生的课程学习成果，能更好的帮助学生明确课程学习任务，合理选择课程知识结构，从而激发学生的

会计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最终达到持续改进教学质量的目的。 

3. 高校基础会计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国内高校的会计教学正面临改革，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会计教学旨在培养复合

型人才，以满足企业的需求。而基础会计课程作为培养会计专业人才的入门第一课，其重要性自是不言

而喻。但分析看来，目前高校的基础会计课程教学仍存在如下问题： 

3.1. 教学目标不清晰 

经过调查发现，目前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过于笼统，概括性太强，学生反馈并不能很好的理解

通过学习这门课需要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导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常常陷入迷茫。虽然在基础会计这

门课程中，甚至落实到具体的每一章节，都有对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的教学目标。但作为大一的学生，很

难理清本门课程与后续专业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对本门课程与后续步入社会后的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更是无从了解，只是认为学校在当下开设了这门必修课，就按时走进课堂学习即可。这样因为不了解具

体的教学目标，会导致学生降低对于自己的期望，大大降低对基础会计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缺乏

主动学习欲望的情况下，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效果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3.2. 教学内容适用性差 

教育目标的实现要通过教学内容的传授，而这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然而目前在高校的基

础会计课程教学中，教师多根据教材编写的逻辑顺序与具体内容来设计教学内容，使得教学内容不能很

好的支撑教学目标的实现。且教师的授课课时有限，导致在授课过程中的重心更偏向于如何在规定的课

时量内完成教材知识的讲解，从而忽略了教学内容设置的合理性，更缺乏了与会计实务之间的联系，致

使教学内容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需要。且在当下社会，会计准则的更新变化相对较快，但教材内容通常

相对滞后，这并不利于学生及时了解最新的会计准则，并能将其运用至企业经济业务的核算过程中，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所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相对较弱。 

3.3. 教学手段传统单一 

教师如果想学生学有所获，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那么就必须保证教学的各个环节是有效的，这需

要教师运用多种合理的教学方法，丰富课堂的同时能确保教学内容的完成与教学目标的实现。但目前，

基础会计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传统单一，仍多采用教师主导教学过程的授课方式，学生坐在教室里被动

的接受着知识与技能。这种“一言堂”的教学手段，学生难以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学习兴致也明显不

高。虽然一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进行实践课程的教学，但忽略了学生的个体感受，对学生的自主思考

与推理能力的启发不够，并不能很好的将理论联系实际，导致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3.4. 教学评价针对性差 

在高校的教学评价体系中，仍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虽然平时成绩的考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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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综合考虑学生的课堂出勤、课堂表现及课后作业的情况，但这并不能准确反映学生对课程学习内容的

掌握情况。由于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判断缺乏准确性，难以及时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加以指导和督促，

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教学安排如何改善调整也是一个难题。如此之下，学生能否达到预定的学习成果

更是无从预料。以期末成绩进行评价，考核的题型与内容无法面面俱到，难以反映学生真实的知识掌握

水平与实务操作能力。固化的评价方法无法让每位学生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的学习成果，评价针对性较差。 

4. OBE 教育理念应用于基础会计课程教学的优势 

4.1.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能动性 

将 OBE 教育理念融入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在课程一开始就建立清晰的学习目标及期望的学习成果。

基础会计课程是大一学生掌握会计知识的第一课，培养起学生对于会计知识的学习兴趣非常重要。基于

OBE 教育理念，教师可以利用多种软件技术，开展线上课堂，引导同学们积极讨论，发散思维。一方面

能让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想法与学习状况，在此基础上，教师适当加以引导，能够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

能力，进而持续不断地挖掘学生的潜力；另一方面，学生积极参与至课堂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

让原本“一言堂”的课堂模式更变得生动活泼，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2. 增强课程内容的应用性 

在 OBE 教育理念下，教师的授课内容不会受到教材的束缚。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适时为学生增加

案例教学内容，体现最新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而凸显出授课内容的适用性。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更新自己

的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会计实务基础。高校也可以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各项科研项目与各类培训课程，

对提升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与实践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 OBE 教育理念下，更加强调的是教材及授

课内容的实用性，这就能推进应用性教材的建设。在推进应用型课程内容的改革过程中，要考虑行业的

发展变化及社会的真实需求来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并在全面系统分析毕业生实习、就业单位评价的基础

上，实现对课程内容设置的调整及改善，确保授课内容对学生今后的工作有实质性的帮助，真正做到理

论联系实际。 

4.3. 线上线下多教学手段结合 

将 OBE 教育理念融入教学过程中，可以打破教学手段单一的局限，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

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可以课前在网上发布相关的资料供学生课前预习，对所学内容有个大致的认识。之

后在线下课堂进行交互式的学习，师生进行充分讨论交流，对于教学过程中的重难点，教师还可将讲解

过程录成视频，供学生课下不断地回放学习。课后还可在线上提供扩展学习的各项案例、视频等资料。

通过这种线上线下多手段的交互学习，增强了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满足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从

而帮助他们达到期望的学习成果。 

4.4. 建立健全教学综合评价体系 

基于 OBE 教育理念进行教学评价，要求教师要能根据希望学生达到的学习成果来设置综合评价机制。

通过期末试卷，判断学生对会计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相关具体的考核，教师要能了解学生对于会

计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要将学生从死记硬背知识点中解放出来，考查的重点

应是学生能否灵活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从期末考试的角度看，教师平时就要注重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的考查，通过设置课后作业的方式帮助学生复习相关知识内容，加以巩固扎实，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及

时予以讲解，从而为学生的期末考试成果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的角度来看，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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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向学生布置实践性的任务，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的同时，对学生的实践过程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在 OBE 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设置综合教学评价体系，便于了解每个学生的知识掌握及运用情况，确

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5. OBE 教育理念应用于基础会计课程中的教学设计 

5.1. 确定教学目标与教学思路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教学注重的是最终的输出成果，因此，授课内容、学习资料、教学方法都要围

绕教学目标，达到学生期望的学习成果来展开。每节课结束只要学生对“这节课学习些什么？怎么来学

习的？学习效果如何”有清晰的认识，那学生对于这节课就是学有所获的。而当学习完基础会计这门课

程后，要能为其之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达到最终毕业时掌握的知识技能可以满

足企业、行业和社会需要的终极目标。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知识技能目

标：1) 掌握会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如：会计的含义、职能与目标、会计的对象、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

会计假设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2) 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账户与复式记账，并能熟练处理公司不

同业务过程中发生的经济业务；3) 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技术方法，如：会计凭证的填制与审核方法、会

计账簿的登记方法、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财产清查的方法等。第二、能力目标：1) 具备会计基础知识，

能进行基础的财务会计核算；2) 具有初级的职业判断能力，能够发现账务处理的错误之处，并加以改正。

3) 情感价值目标：1) 具备诚信、客观公正等会计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2) 坚持学习，不断进取创新。

始终秉承会计专业精神，不断适应新形式新要求，与时倶进、开拓创新。3)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与

人际交往能力。 
基于确定的教学目标，展开教学思路的设计。首先，教学的中心是学生，OBE 教育理念要做到以学

生为本，始终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其次，做到线上线下教学充分结合，多手段丰富教学内容。之后

在教学过程中要完成课前线上预习、课中线下交流、课后线上巩固扩展的三个环节。最后整个教学要实

现“教师为主导”向“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单一评价方式”向“综合评价体系”的转变。 

5.2. 设计教学过程 

在 OBE 教育理念下，学生通过“课前线上预习 + 课中线下学习 + 课后线上巩固”的学习模式展开

学习。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表现及时对教学方案进行调整改善，确保教学目

标的实现。具体教学过程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明确教学目标 
教师首先基于 OBE 教育理念，从学生就业分析入手，整理工作过程所必须得知识技能，以此作为终

极目标。为达到终极目标，学生在基础会计课程学习时，对于这门课程又应达到何种学习成果，并将学

习成果与具体知识点做对应，确定每节课的知识技能目标、能力目标以及情感价值目标。将每节课的教

学目标与重难点在线上通过“学习通”进行发布，让学生明确本节课学完后，自己应达到何种学习成果。

学生在学习前就知悉成果，便可以做到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做有侧重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 
比如对于“借贷记账法”内容的学习，教师可以在课前 2~3 天，将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发布于“学

习通”上，本节的知识技能目标有：1) 了解借贷记账法的概念与记账符号；2) 掌握借贷记账法下各类账

户的结构以及记账规则；能力目标有：培养学生对于简单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能力，学会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情感价值目标有：1) 培养学生认真仔细，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2) 激发学生对会计学习的兴趣与

热爱。本节的重难点则是：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与记账规则。 
第二，三环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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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也要将 OBE 教育理念渗入进教学的每个环节中，通过“课前线上预习 + 课中线下学

习 + 课后线上巩固”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更好的达成学习成果。首先，线上课前预习阶段，教师将相

关资料上传到“学习通”，并布置预习任务，明确完成相关预习任务后，学生应达到何种预习成果。比

如对于“借贷记账法”的预习，要明确“借”、“贷”的含义，了解记账规则等。而在预习任务布置环

节，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布置难易程度不同的任务，可供学习能力各不相同的学生依据自身情况

自主选择。学习能力稍差的同学可以观看相关学习视频后，参与线上讨论；而学有余力的同学还可完成

相关测试题，检验自己的预习成果。通过自主预习，让学生对本节所学有基本的认识，并能找到自己的

困惑，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其次，课中线下学习阶段，可以先让各小组成员展示自己的预习成

果，并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心得，有疑惑的地方也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接着教师采用问题导向，以

启发式的案例让学生带着疑问和兴趣投入课程的学习。比如可以给到一个简单的小案例，让学生思考涉

及到了哪些会计科目，应如何去做账。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课前预习的情况，针对学生存

在的困惑点，以及本堂课的重难点，一步步的引导学生找出问题的答案。同时教师适时融入企业的真实

案例，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真正做到知识的灵活运用。最后，课后线上巩固阶段，教师在“学习

通”上传扩展性学习资料供同学们交流讨论，并布置相应作业供学生复习巩固。通过后台数据及时了解

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对学生加以引导和督促。 
第三，引导督促，保障学习成果 
在 OBE 教育理念的引导下，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这也要

求教师对于线上学习任务，要及时通过后台数据及时了解学生任务完成情况，对学生加以引导和督促。

一方面，了解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理解程度，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对于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教师可以在课上集中讲解。另一方面，促使教师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坚持 OBE 教育理念下“以学生为本”

“持续改进”的思想，不断优化教学过程设计，达到最终目标。 

5.3. 设计教学评价体系 

OBE 教育理念下，要设置“过程 + 结果”的综合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要注重对学生不同学习

阶段的表现，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与纠正。例如：针对学生线上学习阶段，关注学生的学习

自觉性以及学习表现，及时做出有针对性的评价与反馈；线下学习阶段则要综合考虑学生课堂参与积极

性以及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结果性评价要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灵活运用能力，从而提升学生

的理论与实践水平。 

6. 结语 

本文基于 OBE 教育理念开展高校基础会计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在分析当前基础会计教学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考虑将 OBE 教育理念应用于教学过程中。从明确教学目标与教学思路出发，采用“课前线上预

习 + 课中线下学习 + 课后线上巩固”的教学方式，并通过设置“过程 + 结果”的综合评价体系，提高

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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