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①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不深入。数字经济与新技术的融入，使传统会

计专业实践教学在实习基地、教学内容等方面与企业融入肤浅。

    ②实践体系与岗位能力培养不匹配。传统的会计类课程实践教学缺乏

系统性，重核算轻管理，难以培养学生综合岗位能力。

    ③教师水平与双师素质要求不统一。专业师资队伍实践经历匮乏，结

构单一，高层次双师型师资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存在短板。

    ④学生职业可持续发展后劲不充足。新技术迭代速度日益加快，学生

学习能力及后劲不足，难以适应新产业形态下的职业发展。

   （2）解决方案

    ①产教深度融合，共同制定会计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学院坚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道路，将企业真实业务引进课

堂，实现专业教学改革与社会人才需求变化同步。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成

立“互联网+”会计账道班、平安财务共享班等特色班，通过真实业务岗

位，提升职业综合素养；将企业真实业务引进课程，企业导师引进课堂，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落地生效。

    ②仿真现实结合，构建匹配岗位胜任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专业基础性技能，开设单项技能实训课程予以强化；对于专业核

心课程，每学期开设为期1周的模拟仿真实训；在岗位实习前，开设专业

综合实训，提升综合实践能力；通过引进企业真实业务，完成校内实战演

练，提升职业胜任能力；通过校外岗位实习，实现就业零距离对接。整个

实训教学体系设计从单项到综合，从模拟到实战，有效解决了理论与实践

教学脱节问题。

    ③专职兼职并举，打造符合双师素质要求的师资队伍

    实施“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通过寒暑假实践进修、教师工作站脱

产实践，提升教师实践水平；实施兼职企业导师进课堂计划，将行业企业

名师引进课堂；实施博士工程计划，培育高水平师资结构队伍；培育高水

平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提升教学科研和协同创新能力，适应了高水平专业

群对教师实践能力的要求。

    ④思政文化共育，形成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源源动力

    以实践教学资源为载体，结合新技术，构建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内

4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202
2年

教学成果奖



容、技术、思维的“三维耦合”协同育人模式，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

目标。建立“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 实践教学体系，促进学

生专业化与个性化协调发展;以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为引领，拓展课

程思政建设成效；更新线上资源，以项目化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提升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和终生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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