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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xation Practice course “driving test”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basis of modular reform of Taxation Practice course “driving test” reform, fusion tax training platform, virtual simulation, modern 
technology,	using	skills	cycle	driving	test,	field	assessment	hierarchical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	from	the	curriculum	system	to	the	
teaching	method.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refinement	degree	of	students’	practice	and	training	operation,	practice	solid	professional	
skills, apply the demand for accounting talent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realize the accurate docking between the education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explore new mode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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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背景下高职院校《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建立在模块化改革的基础上对《纳税实务》课程进行“驾考
式”改革，融合税务实训平台、虚拟仿真等现代化技术，采用技能循环驾考式、实操考核分层次的实践教学方法，是从课程
体系到教学方法的全方位改革探索。旨在提高学生实践实训操作的精细化程度，练就扎实的专业技能，适用数字化时代对财
会人才的需求，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的。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探索未来教育教学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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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对财经经贸类专业

大类的部分专业赋予了大数据的内涵，如大数据与财务管

理、大数据与审计、大数据与会计等。预示着未来会计专

业会朝着智慧化管理、数据化应用、数字化技能方向发展。

高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课程体系、课程设计也应该进

行数字化改革。《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和文件体现出中国将全力促使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及虚拟仿真等现代

化技术结合去探索未来教育教学的新模式。

2021 年以后，中国税收信息化已经进入“金税四期”

阶段，随着“大智云移”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

财税业务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冲击，一个财会专业的学生，

既熟悉财税业务，又掌握涉税软件技术的实践能力也尤为重

要。与此同时，《中国会计教育与改革发展蓝皮书（2020）》

披露的调查结果，企业对“理论型”“所学与实务严重脱节”

人才的抱怨最为强烈。由此可见，中国高校在财会人才的培

养中，教育链和产业链脱节的问题急需解决。

纵观近几年来国家紧密颁布的职业教育的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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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职业院校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实践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不

断深化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2 《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内涵

高职院校财经商贸类专业开设的涉税课程有税法、税

务会计、纳税实务、税收筹划，以及初级会计师考试的经

济法等。《纳税实务》课程作为高职院校的核心课程之一，

区别于其他的涉税课程，实操性特别强，其核心是训练学生

应纳税额的计算和办理纳税申报，是税法、经济法课程的进

阶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是建立在模块化改革的基础上

融合信息化技术，采用虚拟仿真技术、技能循环驾考式、实

操考核分层次的实践教学方法的教学改革。在驾考模式下，

教师充当实训教练的角色，对于核心业务内容，按技能循环

驾考式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做到项项合格，人人过关，练就

扎实的专业技能；对于非核心业务内容，按分阶段分层次教 

学，学生自主选择训练内容，培养操作的精细化程度。

3 高职院校《纳税实务》课程现状分析

3.1 重理论轻实践
高职院校《纳税实务》教学中，由于学生基础薄弱，

在税法和经济法基础上对于税收法规，税种计算掌握不牢，

导致教师继续沉溺于税收理论知识的讲解，极大地挤压了

《纳税实务》课程的实践学习时间。而《纳税实务》课程的

核心是训练学生应纳税额的计算和办理纳税申报，实践不足

导致学生在毕业后面对实际的纳税工作时，往往感到无从下

手，不能迅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

3.2 教学方法单一
即使现在很多教师运用线上线下结合、多媒体技术等

方法进行授课，但仍然难以摆脱教师授课式，学生被动式接

受知识的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教

学课堂沉闷、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恶性循环。同时，这种单

一教学方法，也难以满足不同基础学生的多层次学习要求，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3.3 考核方式不科学
大部分《纳税实务》课程考核主要以期末考试成绩为

主，平时出勤，纪律等平时成绩为辅对学生进行考核。这种

考核方式导致学生将更高的期末考试成绩作为学习目标，采

用考前突击、死记硬背等方式更容易获得高分，缺乏对知识

的深入理解和应用，更加忽略了平时过程学习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

4 驾考式教学改革的特点

4.1 有明确的目标和标准
在《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中，可以为

学生设立清晰的学习目标和考核标准，就如同驾考学员明确

知道各个科目要达到的要求一样，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

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才能通过课程考核。例如，在纳税申

报这一重要内容的教学中，可以设定像驾考科目二那样的具

体操作流程和标准，从填写纳税申报表的准确性、完整性，

到申报流程的正确性，都有明确的规范，让学生有章可循。

4.2 分阶段与分层次学习
在《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采用分阶段

考核，分层次教学的方式。比如，将课程内容分为税收基础

知识、主要税种计算、纳税申报实操、案例综合等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进行独立考核，就像驾考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

科目四分别考核不同的驾驶技能一样，只有完成这一阶段的

学习，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学习，这样可以让学生逐步掌握

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同时，

对于不同基础的同学，可以分层次学习，掌握了核心技能的

学习后，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训练内容，培养操作的精细化 

程度。

4.3 强化实践操作
校外实习企业由于财务数据的敏感性，实习生很难接

触到一些核心的财务数据，实际的纳税申报流程一般也不会

交给实习生，导致学生很难通过实习提高业务能力，并且财

会专业学生去校外企业实习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风险，时间成

本高的问题。《纳税实务》课程可以依托信息化教学平台，

利用税务实训软件和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真实的纳税申报系

统，让学生进行实际的纳税申报操作、税收筹划案例分析等

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4.4 注重过程性评价
在《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中引入过程

性评价机制，像驾考一样的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理论和

实操综合考核的方式，克服了学生以分数为王，仅依靠期末

考试成绩来评定学生的学习成果。只有完成上一个阶段的考

试，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中，可以有效避免学生平

时学习不认真，到了期末考试前突击学习的情况。驾考式教

学改革考核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努力程度，

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学习。

5 《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课
程设计

5.1 科目一：理论考核题库
《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将税收基础知

识、主要税种的法规、其他税种法规等内容整合为理论知识

模块。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在线课程等方式进行教学，也可

以参照《驾考宝典》APP，组织学生在学习通 APP 在线刷题，

先“先理论，后实操”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为了能够尽快进

到下一阶段的学习而不得不通过有限的课堂学习和课后碎

片化的时间在 APP 上循环刷题，直到考试通过，大大提高

了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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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科目二：税种计算训练
学生有了科目一扎实的理论学习基础，针对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计算方法进行专项训

练，通过学习通 APP 发布大量的例题和练习题，让学生熟

练掌握各种税种的计算方法。例如，给出具体的纳税案例，

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准确计算出应纳税额。

5.3 科目三：纳税申报实操
利用税务实训软件（如厦门科云的税务综合平台），

让学生进行模拟纳税申报操作。教师先进行演示和讲解税收

征管流程和纳税申报流程，然后学生独立完成纳税申报流

程，包括填写纳税申报表、上传相关附件等。考核可以采用

实际操作考核的方式，教师根据学生的申报准确性、完整性

和及时性进行评分。例如，设置一个纳税申报场景，要求学

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报，并检查申报数据的准确性。

5.4 科目四：税务综合案例实操
综合实操分为：税收筹划案例分析和税务风险评估与

应对两个模块，税收筹划案例分析模块教师提供实际企业的

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要求学生进行税收筹划分析。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提出不同的税收筹划方案，并进行比较和评估。

就像驾考中的实际道路驾驶考核一样，这个环节考查学生的

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税务风险评估与应对模块给出一

些企业存在税务风险的案例，让学生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

相应的应对措施。学生需要运用所学的税收知识和风险管理

理论，对案例中的税务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估。例如，

一家企业因发票管理不善面临税务风险，学生需要分析风险

的成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提出改进发票管理的建议。

6 驾考式技能训练成效（以 22 级大数据与审
计专业为例）

笔者在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教学改革在 22 级大数据与

审计专业中的应用，取得效果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循环驾考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学生

设立了明确的目标和阶段任务，让学生像准备驾考一样充满

动力和紧迫感。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去

学习和探索，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驾考实训、人

人过关，采用分层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对于优秀的学生，学

习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实操项目，可以大大提高学习兴趣，教

师的直观感受就是课堂讨论和竞争刷题的氛围高涨。

实践操作能力大幅度提高，我校在《纳税实务》驾考

式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运用了厦门科云税务综合实训系统紧

密结合，该系统高度模拟税务局的申报平台，可以通过平台

操作增值税小规模和一般纳税人的申报，企业所得税季度申

报和汇算清缴，个人所得税申报，财产行为税纳税申报等。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对税务工作岗位要求和职业技能较为熟

悉，获得实习单位的一致好评，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精准

对接。

实操项目分层次教学对核心业务模块的内容，做到人

人过关，对于非核心业务模块的内容，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训

练内容，这种灵活性强，分层次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操作的

精细化程度，练就扎实的专业技能。《纳税实务》课程过程

考核中显示，学生科目一通过率达到 100%，科二通过率达

到 95%，科三通过率 83%，科四通过率 69%，对于科一核

心的理论学习和科二、科三的税种计算和纳税申报等核心部

分的内容，学生的优秀率非常的高，科四的综合案例实操难

度相对较大，对学生的综合要求较高，适合有学习兴趣，学

习能力强，相对来说通过率较低。《纳税实务》课程驾考式

教学改革对核心板块的教学通过率高的同时满足优秀学生

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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