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金陵科技学院会计学专业为深入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精

神和学校“需求导向、能力为本、知行合一、重在创新”的人才培养

理念，在新形势、新经济和新技术环境下更好地培养应用型本科会计

学专业人才，办出专业特色、创建会计学专业品牌，以长期的会计学

专业教学改革与建设为基础，依据高等教育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目

标管理理论，对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与研究，

提出了以“行业+企业+专业”动态调整培养模式为基础建设应用型本

科会计学品牌专业的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形成

了层次加模块的分流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行业+企业+专业”的会

计学专业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模式，成立了“行业+企业+专业”专家库，

推进了“双证书”制度，搭建了产教深度融合的“双向四维”育人平

台，推行了“学科专业一体化”科研模式和“专业能力培养+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有机融合的教学模式，建立和实施了全员参与的多层次、

全过程进行的多环节、全方位开展的多维度教学质量评价监督管理体

系，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的无缝对接，有效提升了专业的核心

竞争优势、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了与学术型高校会计学专业品

牌建设的差异化发展。 

本成果聚焦解决两个主要的教学问题：1、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

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2、新形势、新经济和新技术环境下应用型本科

会计学品牌专业的建设。 



本成果提出的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以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和相关行业为己任，以培养符合社会行业企业需求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的，培养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融合、适应信

息技术和新形势发展、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实践能力、创新意

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人才。 

本成果提出的新形势、新经济和新技术环境下应用型本科会计学

品牌专业的建设思路：明确服务面向和专业定位，充分考虑本校的服

务行业和服务区域，采取“差异化”和“比较优势”的策略，开展“特

色化”的会计学品牌专业建设。具体包括重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注

重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以及个性化；加强产教融合，构建良好的协同育

人机制；建成一支具有双师素质的应用型教师队伍，创新教育教学方

法，着重学生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形成全过程闭环的质量评价监督

管理体系，使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持续有效的改进；集中优势资源，着

力打造创客环境，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形成层次加模块的分流人才培养方案，以培养符合社会行业

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人才 

依照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进行地方经济发

展需求调查，与行业企业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如软件行业会计），制

定出具有特色的层次加模块分流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层次加模块的人才培养方案结构示意图 

（2）构建“行业+企业+专业”的会计学专业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模

式，解决了专业培养方案一成不变和脱离社会需求的问题 

成立“行业+企业+专业”专家库，动态抽取专家召开年度专业指导

委员会，对会计学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论证和动态调整，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行业+企业+专业”的会计学专业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模式 

（3）积极推进课程思政，解决新形势环境下应用型本科会计学专

业立德树人问题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专业建设中，



以立德树人为先导，通过开展“课程门门有思政”活动，将思想品德、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等德育元素有机嵌入至会计学专业

课程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与会计学专业知识

相结合，实现育人和育才的有机统一。 

（4）推行“学科专业一体化”科研模式，整合和优化学科建设方

向，解决了科研服务于专业教学问题 

按照“学科专业一体化”模式和会计学专业 5个专业分流方向，

整合和优化学科研究方向，通过 8年积累，完成了一批 “行业+企业” 

优秀案例的研究工作，并将这些优秀案例应用到教材编写、课程建设

和专业教学中。 

（5）推行“专业能力培养+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相融合的教学模式，

解决了专业教学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分离问题 

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①人才培养方案中

设置了专门课程；②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融入专业课程教学；③推进 

“双证书”制度；④设立专项资金，孵化奖励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大

赛项目。 

（6）搭建“双向四维”育人平台，解决了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

密联合问题 

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了与行业协会和用友新道等著名

企业深度合作的“双向四维”育人平台，共建“财务协同创新实验平

台”，联合成立实验中心，联合编写实践教材和指导实训, 具体见图 3。

实行教师挂职轮训制度，进行师资培训与发展计划项目,并分批派送教



师到产学研合作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进行轮训。 

 

 

 

 

 

 

 

 

 

 

图 3 “双向四维”育人平台 

（7）建立和实施全员全过程闭环目标管理体系，解决了科学监控

和评价教学质量问题 

构建了从事前管理、事中监控和事后总结的全员全过程闭环目标

管理体系，从校、院、系三级督学实施全员目标管理，对教师的教学

过程每学期实行期初、期中、期末全过程目标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