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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以赛促教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路径。针对培养具有创新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学科竞赛能够有效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的有机融合，推动课程体

系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调研近几年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参加的各类竞赛、运行机制及教学模式现

状，深入剖析当前教学中存在的学科竞赛与教学体系脱节、运行机制不健全、带赛教师指导能力不足等

问题，从构建学科竞赛与课程教学的协同育人机制、优化学科竞赛的组织管理与激励制度、创新产教融

合视域下的竞赛指导体系等维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为培养新疆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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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path of teaching mod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etition-promoted education. For the cultiva-
tion of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with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bility, discipline competi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e the accurate docking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social demand. By investigating the 
various types of competition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eaching mode status quo of financial man-
agement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we analyze in depth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discipline com-
petitions and the teaching system,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is not sound, and the instructing ability 
of teachers with competitions is insufficient, and we put forward practical proposals from the di-
mensions of constructing collaborative nurturing mechanism between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optimiz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and 
incentive system, and innovating competition and guidance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
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ew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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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院校发展

的重点，并将开展技能大赛作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之一[1]。为响应号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教育厅发布《关于实施 2025 年度自治区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计划》，在一系列政策指引下，

高校充分认识到各类竞赛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搭建、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成

效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近些年，很多高校文科类课程教学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财务管理专业课

程实践性很强，国家教育战略的部署为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疆内各应用型本科院校将以赛促教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组织学生参加高水平的专业赛事，通过模

拟真实商业环境，为学生提供了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实践平台，这种“赛教融合”模式不仅能促进教学

内容与行业标准的动态对接，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为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高素

质财务管理人才提供有效路径[2]。 

2. 以赛促教的重要意义 

以赛促教作为一种基于体验式学习理论和成果导向教育的教学理念，已经广泛运用到应用型本科院

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中，这种赛教融合的模式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在财务管理专业教育领域具有显

著的应用价值。首先，从教育的功能维度来看，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有效衔接了理论与实践，通过模拟

的真实商业环境和企业案例，学生能够灵活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企业实际财务问题中，从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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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理论认知。其次，从培养能力的视角来看，以赛促教的教育模式不仅强化了学生财务建模、大数据

分析与决策等专业应用技能，更通过团队竞赛任务驱动，培养了其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商业

决策能力。再次，就产教融合而言，各类竞赛为学校搭建了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企业提供的行业企业案

例库推动了财务管理课程体系与智能财务、数字化转型等行业需求动态适配，增强了人才培养的市场契

合度。同时，竞赛机制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培养了其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

对教师而言，指导竞赛的过程促进了教学反思与知识更新，推动教师持续更新管理会计前沿、财务共享

服务等教学内容，并促进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方法的创新应用[3]。 
由此可见，以赛促教模式为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科学、有效的路径，对培养“业财融合 + 

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3. 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现状 

3.1.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概况 

本文在广泛调研新疆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昌吉学院建立新疆

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选取昌吉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模

式优化方案。该专业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体系涵盖经济学原

理、管理学、统计学等基础课程，以及财务管理、报表分析、管理会计、业财融合等专业核心课程，同时

强化实训课程中的财务软件应用、案例分析等实践环节，教学模式强调企业案例教学、智能化教学和竞

赛驱动，鼓励学生参与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及自治区普通高校学科竞赛。目前该专业智能化课程占

比显著提升，同步开展竞赛学分认定，师资力量以“双师型”教师为主，引入企业导师参与教学与指导，

并以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致力于培养面向中小企业、金融行业、行政事业单位及会计师事务

所等财务管理岗位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3.2. 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特点 

首先，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强，善于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学科竞赛和

企业仿真模拟环境，他们能够快速分析职场财务问题并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展现出较强的实践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高度契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目标。其次，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快速发展，财务管理课程向学科交叉转型，新增财务大数据分析与决策、DBE 业财融合、计算机财

务管理及财务共享等课程。学生在竞赛中展现出显著的创新意识和跨学科思维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财务

管理、经济学原理、智能化技术等多领域知识，体现了对学科前沿技术的高度敏锐性和强大适应能力。

最后，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就业、择业目标清晰，学习动机明确，注重通过竞赛提升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

力，在竞赛中展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职业道德和综合素养，对财务管理专业高度认同，具有较大的职

业发展潜力。 

3.3. 财务管理专业以赛促教教学模式现状 

3.3.1. 财务管理专业相关比赛数据统计 
根据 2025 年教育部公布的最新信息，新疆应用型本科院校目前有新疆工程学院、昌吉学院、新疆理

工学院、新疆科技学院、新疆政法学院等，这些高校秉持“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强化应用、突出实践”

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是

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该类高校中财务管理专业参与的比赛主要涵盖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案

例分析三大类别，具体赛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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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atalog of competition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表 1.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各类竞赛目录 

类别 代表性赛事 主办单位 

学科竞赛类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计与商业管理案

例竞赛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全国高校数智化企业经营沙盘大赛 中国商业联合会、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本科院校税收风险管控案例大赛 全国本科院校税收风险管控案例大赛组委会 

“科云杯”全国大学生财会职业能力大赛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中国发明协会、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

会 

创新创业类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等 13 部委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和全国学联、

举办地人民政府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教指委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

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案例分析类 
全国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 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 

中国大学生财务案例分析大赛 中国会计学会 

数据来源：各类赛事官网及公开报道。 
 

以上竞赛中，昌吉学院学生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参与度较高，案例分析类参与度略低。通过对带赛

教师和参赛学生走访调研发现，比赛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还能够促进教师及时反思教

学模式中存在的不足，提升教学技能和科研水平。同时，比赛也为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

有助于推动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发展。 

3.3.2. 财务管理专业竞赛组织现状 
当前，新疆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学科竞赛的组织流程已初步形成体系化运作模式，从流程

规范性来看，大部分学校日益重视以赛促教的引领作用，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竞赛组织架构，基本涵盖信

息发布、报名动员、赛前指导、赛后总结等关键环节。然而，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竞赛组织在

规范化发展的同时，竞赛组织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信息传递机制存在效率

瓶颈。当前竞赛信息主要依赖指导教师单向发布，缺乏基于学生专业、年级等特征的精准推送系统。这

种粗放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导致信息触达率偏低，特别是部分高水平竞赛的参与度未能达到预期水平。据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学科竞赛调研数据显示，约 65%的学生反映曾因信息获取不及时而错过重

要赛事。二是学生参与结构呈现明显失衡。由于低年级学生受通识课程负担较重、专业基础薄弱等客观

因素制约，参赛学生主要集中在高年级群体，导致低年级学生缺乏循序渐进的竞赛培养路径，非重点团

队难以获得均等的指导资源。三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只有少部分高校将竞赛成绩纳入学

分认定体系，且奖励标准参差不齐，对于教师指导竞赛尚未制定统一的竞赛指导工作量核算标准，导致

教师指导积极性受挫，这种制度性激励缺位影响了“以赛促教”改革的可持续推进。 

4. 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昌吉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在推行“以赛促教”教学模式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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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学科竞赛与教学体系脱节 

财务管理专业虽然锚定昌吉学院建设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改革，于

2022 年全面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并于 2024 年进行了新一轮的优化调整，并融入了学科交叉的理念，但

学校对学科竞赛的重视程度依然不足，比如，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构建课程体系、选择教材和采购软

件时，更多关注实训类课程的建设，而学科竞赛仅作为第二课堂的加分项，用于激励学生自主学习。虽

然企业定期举办各类竞赛，且模拟平台逐渐接近企业实际运营环境，但由于参赛名额有限，大多数学生

无法参与其中，难以系统了解企业所需的财务技能。 

4.2. 学科竞赛运行机制不健全 

昌吉学院各类竞赛运行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首先，为贯彻落实教育厅下发的《关于做好自治区普

通高校学科和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学院为实现竞赛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由教务处安排专

人负责学院各类竞赛事项，但在联系承办单位、公布赛事安排、组织实施方面的协同配合机制还需加强，

管理职责划分需要进一步明晰，竞赛组织工作的系统性和规范性有待提升，目前学科竞赛运行机制与学

校建立一流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总目标契合度还不够。其次，赛前动员和宣传工作的覆盖面不足，致使部

分学生对高水平赛事的参赛流程和具体要求了解不够充分，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动机多聚焦于奖勤助贷

的评比优势和就业竞争力提升，而对竞赛在深化专业知识、培养创新思维和锻炼实践能力等方面的价值

认识不足，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和引导。再次，学科竞赛对指导教师和获奖学生的激励措施也有待加强，

以更好地激发师生的参与热情[4]。  

4.3. 学科竞赛指导能力不足 

经过调研发现财务管理专业学科竞赛涉及的理论知识仅依靠常规教材讲解效果不佳，学院针对案例

库正在开展系统化建设，但案例更新机制尚未健全，缺乏对行业企业最新实践动态的把握，影响了实

践教学对理论知识的反哺效果，学生对核心知识点的深化和对企业目前的运行机制缺乏准确的认知，

这同时对带赛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对企业财务运作机制的深

刻理解决定了带赛水平。然而，目前这类“双师型”教师资源较为稀缺，制约了学科竞赛指导水平的提

升。 

5. 创新的教学模式及实施策略 

5.1. 构建竞赛融入教学的实践育人体系 

5.1.1. 优化课程体系设计，强化竞赛与教学的融合 
将学科竞赛纳入“竞赛实践”课程模块加入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必修环节或学分认定项目，而非

单纯的加分项，以此将竞赛内容与专业课程紧密结合，确保学生在竞赛中运用的知识与课堂教学内容有

效衔接[5]。同时引入“竞赛导向型”教学法，将竞赛案例融入日常教学。例如，在《财务管理》案例分

析中采用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等赛事的真实案例，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5.1.2. 扩大竞赛参与覆盖面，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计划，为学生提供模拟企业财务运营环境的虚拟仿真

平台，并组织学生参加财会类高水平学科竞赛，国赛、省赛往往有人数要求，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举

办校内选拔赛、模拟赛等，使学生在校内即可接触真实的财务决策场景，为多数专业学生提供参与竞赛

的机会，扩大受益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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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构建学科竞赛组织管理与激励机制 

5.2.1. 完善竞赛组织管理机制，提升规范化水平 
建立校级学科竞赛管理委员会，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确保竞赛组织工作高效有序。例如，教务处

负责统筹协调，二级学院负责具体实施，学生处负责宣传动员，在校园官网、二级学院微信公众号、专

题讲座中进行宣传。同时，制定详细的竞赛管理办法，包括赛事申报、竞赛指导、经费支持、奖励机制

等，确保竞赛组织工作有章可循[7]。最后，将竞赛成绩与评优评奖、就业推荐等挂钩，增强学生参赛动

力，比如获奖学生在奖学金评定、保研推荐中给予优先考虑，或者在实习、就业过程中优先推荐。 

5.2.2. 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师生参与热情 
对指导教师给予教学业务工作量认定或绩效奖励，例如，在学校优化岗位设置时强化顶层设计，将

带赛成绩纳入教师年度考核指标及职称评定，根据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等级核定教学业务工作量，

或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在评定各类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时予以优先考虑。对获奖师生给予物质

和精神奖励，例如，颁发荣誉证书、奖金等，增强师生的成就感和获得感[8]。 

5.3. 创新产教融合视域下的竞赛指导体系 

5.3.1.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指导水平 
财务管理专业注重实践，在教师招聘时优先考虑既具备高水平的学术能力又拥有较强实践经验的双

师型教师，与当地企业合作建立教师实践基地，鼓励教师“走出去”到企业挂职锻炼，了解企业财务运

作机制，同时坚持“引进来”，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指导教师，参与竞赛指导工作，邀请企业财务总

监、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为学生提供实战指导，弥补校内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短板[9]。 

5.3.2. 优化竞赛课程设计，强化案例教学 
在竞赛相关课程中引入更多真实案例，增强案例与知识点的关联性[10]。例如，在《财务大数据分析

与决策》课程中，结合科云杯财会职业能力大赛中的综合分析，引导学生在财务分析与决策中贯彻大数

据理念，提高财务工作的有效性；同时在理论课程中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前自主学

习理论知识，课堂上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深化理解，提升学习兴趣和效果。 

5.3.3. 建立竞赛资源库，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收集整理历年竞赛真题、优秀案例及解决方案，建立校级竞赛资源库，供师生参考学习。如将全国

大学生财务案例分析大赛的获奖作品纳入资源库，作为教学案例使用。开发在线学习平台，提供竞赛相

关课程视频、模拟试题等资源，方便学生随时学习备赛。 

6.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新疆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以赛促教”模式的现状及现存问题，提出了

“竞赛–课程–实践”融合的教学优化路径。通过构建赛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完善组织管理及激励机

制、创新竞赛指导体系等措施，提升师生参与度与实践教学效果。基于以上研究，高校在教学模式改革

方面还应关注以下发展方向：一是深化项目式学习与混合式教学的融合应用；二是加强产学研协同，将

行业标准融入课程教学；三是运用数字化手段优化竞赛管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以赛促教”模式

在激发学习动力、培养实践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更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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