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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产教融合模式下虚拟仿真技术赋能会计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基于文献梳理，剖析产教融

合、虚拟仿真技术与课程思政的发展及融合现状，指出协同育人研究的不足。结合会计学专业特点，提

出校企协同开发“思政化”课程内容、建设实践基地、提升教师能力等路径，并依托虚拟仿真技术优化

理论与实践教学，突破传统局限。未来需开发思政案例库，加强校企合作，构建评价机制，培养德才兼

备的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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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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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under the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on model.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status of industry-educa-
tion collaboration,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highlighting 
gaps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Alig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disciplines, 
the study proposes pathways such as co-developing “ideologically enriched” curriculum content 
with enterprises, establishing practical training bases, and enhancing faculty capabilities.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s leveraged to optimiz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ranscending tra-
ditional limitations. The study will be dedicated to building a repository of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 
studies, strengthening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and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mechanism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cultivate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with both ethical integrity and profes-
sional competence. 

 
Keywords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Copyright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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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也将迎来新的发展，为产教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路径。

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思政教育深化的双重驱动下，产教融合、虚拟仿真技术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创新

已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合作强化实践能力，虚拟仿真技术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教

学效果，课程思政则注重价值引领与专业教育的结合。会计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型学科，深化产教

融合，研究虚拟仿真技术，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因此研究三者之

间的融合路径，有助于会计学专业学生掌握核心技能并深化职业价值观。 

2. 文献梳理 

对相关文献中的产教融合、虚拟仿真技术与课程思政三者的发展现状、交叉融合进行梳理，从中探

索新时代会计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路径，深化对三者协同育人的理解，为进一步思考“虚拟仿真

技术”与“会计学专业课程思政”的融合提供支撑。 

2.1. 产教融合下课程思政的建设 

产教融合强调产业需求与教育目标的协同，其核心在于通过校企合作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从近几年

的研究看，主要集中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创新、课程改革以及挑战与对策等方面。 
对于产教融合创新模式研究上，有些学者提出了“产教协同育人”模式。赵小娟(2024)以“水环境监

测”课程为例，构建了环保类专业“校企双导师”体系[1]。对于产教融合的部分研究聚焦专业课程与产

业需求的对接，秦娜(2024)结合种业大会案例，探索种业专业课程思政与产业实践的结合路径[2]。在对于

产教融合面对的挑战和对策研究上，部分学者认为在产教融合中面临校企利益分配不均、资源整合不足

等问题，需通过政策引导和平台建设完善机制。 

2.2. 虚拟仿真技术的教育应用 

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模拟真实场景，为教学提供了沉浸式学习体验，其应用领域广泛。近几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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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虚拟仿真技术在跨学科实践、思政教育赋能、教学效果优化等方面的应用。 
对于在思政教育赋能方面的研究普遍认为虚拟仿真技术能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如张建威(2025)

等提出通过电磁场课程虚拟实验融入家国情怀教育[3]；屈蓉(2024)提出构建助产学虚拟案例库，强化职

业伦理教育[4]。而针对虚拟仿真技术在教学效果优化方面的研究，朱强军(2021)提出虚拟仿真技术可突

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通过“通信原理”课程通过线上平台实现个性化学习，提高学生参与度[5]。 

2.3. 课程思政研究 

课程思政旨在将价值观教育渗透于专业教学，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路径研究上。大部分学者的

研究侧重于课程思政学科特色融合研究。例如蔡柳萍(2024)结合粤剧元素、建筑装饰等专业特点设计思政

案例，增强文化自信[6]；黎瑜婷(2023)结合建筑装饰专业特点，设计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融合的思政案例

[7]；张霞峰等(2024)在汽车维修课程中，通过虚拟故障排查模拟，融入诚信经营与工匠精神教育[8]。有

些学者侧重于利用技术赋能创新，虚拟仿真技术成为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有些学者认为建立课程思政

的协同育人机制，可将思政目标纳入课程考核，避免“重形式、轻实效”。 

2.4. 三者融合研究 

对于三者的融合研究，主要集中在虚拟仿真技术驱动产教融合，产教融合助推课程思政落地等方面

的研究。孙芮(2024)提出虚拟仿真平台可模拟企业真实场景(如包装工程生产线)，让学生在“虚拟工厂”

中完成项目，弥补校企资源不对称问题[9]。郭二艳(2024)指出产教融合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实践载体，例如

化学课程通过企业污染治理案例融入生态伦理教育[10]。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在产教融合、虚拟仿真技术与课程思政三者的协同效应的研究相对较

少，特别是对于商科类课程的三者融合几乎没有。并且从部分文献中，发现多数研究为案例描述，认为

在具体研究中缺乏教学效果的量化分析，跨学科融合的深度不足，部分研究仅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校

企合作机制尚不成熟，虚拟仿真资源共建共享存在壁垒。 

3. 产教融合与会计学专业课程思政的内在耦合 

会计学专业的课程思政核心维度。首先是职业道德教育，结合会计准则与行业规范，强调会计职业

的诚信原则。其次是社会责任意识，通过企业真实案例，引导学生关注财务数据背后的社会影响(如环保

成本核算、精准扶贫资金管理等)。再者是法治观念培养，融入《会计法》《税法》等法律法规，强化合

规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最后是创新与担当精神，在产教融合项目中，鼓励学生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的财务创新实践。 
产教融合强调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对接，通过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等模式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课

程思政则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两者在育人目标上高度契合，

产教融合为课程思政提供实践载体，课程思政则为产教融合注入价值内核。会计学作为应用性极强的学

科，其核心教学内容(如财务会计、审计、税法等)天然涉及诚信、合规、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通过产教

融合模式可将这些元素转化为具象化的教学场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4. 产教融合驱动下的会计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4.1. 校企协同开发“思政化”课程内容 

联合企业专家与思政教师，重构会计学课程体系。例如，在《审计学》课程中嵌入上市公司审计案

例，剖析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在《税法》教学中引入社会责任税收优惠政策分析。通过真实产业问题

引发学生价值反思，实现专业内容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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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建设 

依托校企共建的产业学院或实践基地，开展“双导师制”项目化教学。例如，参与企业财务报表编

制时，由企业导师讲解行业规范，思政教师同步解析职业道德要求；组织学生调研小微企业税收痛点，

提出兼顾政策合规与社会效益的解决方案。通过真实项目历练，推动思政教育从课堂认知向实践内化转变。 

4.3. 双师型教师队伍能力提升 

鼓励专业教师参与企业挂职，积累行业思政素材；邀请企业财务总监、审计师开设“职业道德讲堂”，

分享职业伦理实践经验。同时，通过跨学科教研活动，促进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协同设计教学方案，提

升课程思政的精准性与感染力。 

5. 依托虚拟仿真技术创新会计学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 

产教融合模式下为会计学专业的课程思政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可能。但是基于会计职业的特定性，在

实际过程中仍然无法满足会计专业全面覆盖的推动教学改革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限制了课程思政的全

面推进。虚拟仿真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拓宽会计学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道路。 

5.1. 虚拟仿真技术可视化会计学理论课课程思政建设 

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让学生在“云端”体验抗日战争年代的会计实务操作，感受抗日

战争年代财会工作者严谨、务实、自律的职业品格。深入挖掘财会思政基因，以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

税收制度等为切入点，将“诚信、自律、责任”的思政精神融入《基础会计》《审计学》《财经法规》等

课程，强化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塑造。还可以通过搜集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成本核算案例，引导学生理

解会计工作的社会责任感。 
同时，可以运用 3D 建模技术重现“会计文物”(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账本、算盘)，结合语音解说与交

互问答，生动传递财会思政文化内涵。增强思政教育感染力。通过“党史中的会计故事”VR 微课，以动

态可视化形式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会计人物的生平事迹，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构建了“历史–技术–专

业”三维融合的课程思政模式，如《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中增设“虚拟年代变迁审计”实践环节。 

5.2. 虚拟仿真技术打造沉浸式会计学实践课课程思政建设 

借鉴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经验，搭建会计职业场景模拟平台，技术手段的介入可将抽象伦理问题具

象化，提升思政教育的沉浸感与实效性。 
1. 突破教学局限 
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可以突破传统教学局限。虚拟“制造业企业财务全流程仿真系统”，模拟一家虚

拟企业的完整财务生态系统，涵盖从原始凭证录入、账簿登记、成本核算到财务报表编制的全流程。结

合 3D 建模技术可视化企业各部门数据流转，在虚拟任务中设置“数据篡改”、“虚假报销”等道德困境，

引导学生讨论诚信与合规的重要性。模拟企业从采购、生产到成本核算的全流程，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如
会计、审计员)完成账目处理，在实操中感悟“不做假账”的职业道德底线。并设计“自律风险防控 VR
实训”，通过虚拟场景中的利益诱惑情境，训练学生坚守职业准则的定力。让学生在资金链断裂情境中

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开发“审计流程模拟系统”，要求学生识别不合规合法凭证并撰写合规报告，

强化职业判断能力。 
2. 深化产教融合 
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可融合各行业的会计岗位特点，可视化各行业的会计岗位分类与会计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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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合作开发“智能财务分析虚拟实验室”，学生需基于虚拟各类企业的五年以上财报，为各类企业

提出降本增效策略，并可利用 AI 系统对方案评分并生成优化建议。 
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开发“上市公司审计虚拟平台”，学生分组扮演审计团队，对虚拟上市公司进

行年报审计。平台内置 AI 风险预警系统，提示“存货虚增”“收入确认异常”等线索。 
与税务局合作开发“智慧税务仿真系统”，学生需为虚拟电商企业完成“双十一”促销后的税务申

报。系统根据学生申报结果自动生成稽查报告，并关联《税法》条款进行错误解析。 

6. 总结与展望 

产教融合、虚拟仿真技术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创新，为高等教育提供了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塑造”

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在后期的教学改革中，需进一步开发与会计学核心课程(如《税法》)深度结合的思政

虚拟仿真案例库；加强校企合作，联合爱国教育基地开发“会计史 + 思政”虚拟仿真资源；探索“虚实

结合”评价机制，将学生在虚拟场景中的道德决策行为纳入课程考核。未来需进一步打破领域界限，通

过技术赋能、产业联动与思政渗透，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实效性的育人生态，培养兼具专业技能、实践能

力与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人才。 
会计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以“职业道德”为魂，以“虚拟技术”为翼，通过“场景化 + 专业化”

的设计，将家国情怀、职业操守与专业技能培养有机统一。未来将进一步深化“技术–资源–课程”三

位一体的协同创新，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会计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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