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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YZR as an example, aiming at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big data and account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dual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the teaching of big data and 
accounting in YZR, such as tradi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single teaching subject, lack of teachers’ practical ability, and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to expand stud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 big data technology bring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the teaching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Through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deep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ensur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dual system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ual system talent train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explor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system” big data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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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元制大数据与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以
YHVC为例
徐欢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中国·江苏 扬州 225100

摘� 要

论文以YHVC为例，针对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学生基于“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为研究对象，调查显示YHVC大数据与
会计专业教学中存在课程体系传统，教学主体单一，教师实践能力缺乏，生源扩大教学资源短缺等困境，论文旨在探究如
何通过改革和创新，提高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适应性。研究发现，企业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给财会专业教学带来了新
的挑战和机遇。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度校企合作、保障参加双元学生权益的改进也对双元制人才培
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本论文提出了在“双元制”高职大数据背景下的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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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的“双元制”人才
培养模式探究的重要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传统会计存在

大量重复性、标准化的基本职能被大数据技术所取代，先前

会计专业课课程设置只注重事后反映各项经济业务的“账房

先生”，而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发展，会计日益转型升

级为不确定环境下进行复杂决策提供服务的“战略数据分析

师”；会计类专业的未来在于财务、技术和信息科学的交叉

融合学科。因此，大数据与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刻不容

缓。而在学生实习及后续的工作中发现，以往人才培养模式

下的学生只注重理论的学习，但是对于企业要求的职业素养

及职业技能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基于企业和学校共同培

养模式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传统高职会计专业教学工作中所面临的困境

2.1�课程体系传统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传统大数据与会计专业（以下简称财会专业）的教学

仍然以理论知识为主，据 YHVC 财会专业学生问卷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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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数据显示，学生自进校以来就确定明确的学习目标，主要

有两类：一类学生希望最后通过参加专转本考试实现学历

的提升，这类学生更注重公共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理论学习；

另一类学生主要以考取初级会计师证书为目标，在校期间更

加注重初级会计师考试内容的学习，因此学生在校期间对于

校内实践技能课程并不重视。传统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主要以

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校内实训课程四个

模块，前三个模块以理论知识为主，会计理论知识太枯燥，

比如：六大会计要素，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等，对于刚刚入

学的大一学生实在抽象难以理解，自此从而打击学生学习兴

趣。因此，近年来财会专业学生毕业就业形势严峻，迫使财

会专业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尤为重要。

2.2�教师知识结构陈旧缺乏实践经验
目前高职财会教学仍以理论知识为主，传统教学模式

无法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日常课堂教学以教师教为主，

学生很难主动参与，“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无法保障教学质

量。现如今，应更多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特别是这个

瞬息万变的社会，踏入工作岗位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才能不

落后于时代的步伐。据 YHVC 财会专业学生问卷调查研究

显示，65% 的学生对传统财会教学方式觉得枯燥乏味，无

法提起学习兴趣，在校期间无法扎实掌握理论知识，进社会

无法找到对口的岗位，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财会就业率低原因

之一。

2.3�教学主体单一缺乏多元化参与
目前教学理念以素质教育为主，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

模式无法满足当代社会的对于人才的需求。但由于会计专业

特点，高职本专业教学仍然以教师为主体，课堂以教师教为

主要内容，学生很难参与到教学中去。当今社会，对于会计

专业学生而言更应该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特别是这个

瞬息万变经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每个人踏入社会都

会面临要被淘汰的压力。所以，以“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无

法保障教学质量。据 YZR 财会专业学生问卷调查研究显示，

65% 的学生对于传统财会教学方式觉得枯燥乏味，无法提

起学习兴趣，进而在校期间无法扎实掌握理论知识，从而走

进社会无法找到对口的岗位，这也是导致近年来对口就业率

低，各大高等职业学校减少财会专业招生对象的原因之一。

因此，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多元化的元素参与财会教学的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3�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双元制”人才培
养模式的构建对策

3.1�优化课程体系

3.1.1 课程体系中加入大数据课程
加入大数据与会计领域综合分析的需求，设计了一系

列具有大数据相关课程，如 Python、RPA 财务机器人开发

与应用、智能财务分析可视化等课程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仅

是理论知识的灌输，更使学生意识到财会行业是一个日新月

异的行业，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跟

得上时代的步伐，同时帮助学生培养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

并确保他们能够在职业生涯中成功应对各种未知的挑战。

3.1.2 以开放班学与加强实践为特征
提供了灵活的课程安排，在学分设计中，设立双元订

制班学分兑换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加入双元订制班，为订制

班级打造专项人才。在财会行业中，针对不同的行业设置的

会计核算方法是不同的，学生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企业，在

第一学年校内学习阶段完成理论课程，从第二学年进入企业

进行专项实践课程学习，在此阶段中可以在企业不同岗位中

进行轮岗制度，不仅在财务岗位，包括供应、生产、销售等

环节，从而实现“厂中校”。这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对于会计

人才的多样化需求，解决生源规模扩大导致学校各种资源不

足的尴尬局面。同时，这种个性化的课程规划有助于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参与学习过程。

3.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3.2.1 构建校企双导师制度，强化双师素质
在构建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

了师资队伍的建设，企业与学校双主体教学体系离不开“双

师型”教师培养，双元制教师团队的质量对于培养优秀学生

至关重要。为此，YHVC 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不仅提高教

育质量，还弥补了校内教师缺乏实践经验问题。

在双元订制班配备两班教师团队，理论课程以校内任

课教师担任，实践课程由校外兼职教师担任。具体操作如下：

校外兼职教师由成功企业家、企业 HR、CFO 等社会精英人

士组成。第一学年——在校阶段，主要以理论课程学习为主，

同时设置一些校外兼职教师和企业名师定期开展讲座，主要

内容为普及企业文化、规划职业生涯发展、业务岗位认知等

相关知识。第二学年——企业学习阶段，主要以企业导师为

主，企业导师负责学生在实践课程及业务上指导与学习，而

我们校内教师负责与企业导师对接将课程内容进行学分换

算成学生成绩。校内教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培养，弥补了学校

实训场所及学生实践能力上不足。

第三学年——企业定岗实习阶段，也就是传统实习，

采取学生和企业双选的形式，定岗顶岗实习，仍然双导师制

度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企业师傅不仅是课堂上的知识传

授者，更是学生职业导师，积极参与指导学生的职业发展道

路。他们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帮助学生理解学术知识如何

应用于实际工作场景，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2.2 校内加强实践技能培训
为了确保校内教师与行业的联系紧密，YZR 建立了一

套完善的教师培训机制。校内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和了解最新行业趋势，因此除了每年寒暑假期间的国培省培

以外，学校将会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各类财会行业研讨会、研

究会和赴企业培训课程。这些活动使教师能够与一线行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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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互动，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最佳实践，将这些信息融入

自己的教学内容中，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和技能。

3.3�深度校企合作，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3.3.1 鼓励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实践项目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实践是校企合作项目的核

心。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参加双元订制班，也可以参与学校与

企业接洽的各项实践项目。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充分参与，我

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供支持和激励。

学校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机会。学校与多家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如 Y 会计代理记账等财务公司，涵盖不同

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和会计实践项目。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专业方向选择合适的实践项目，企业也会给予适

当的津贴，既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又增加他们兼职收入又锻炼

他们的实践能力。

3.3.2 基于技术技能创新平台开展创新活动
学校为学生提供参加技术技能创新创业大赛的平台，

学生可以个人或以团队名义参加各种比赛项目，通过双元培

养，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专业知识并在企业加深技能的磨炼，

通过了解企业设立运营等方方面面，从而开展一些创新项

目，学生设立一个背景从而开始完成他们的创业之旅，从筹

资到投资在日常生产运营最后收入的形成与利润分配，设计

财务管理方方面面，从各方面锻炼学生意志，从而提高他们

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3.4�保障参加双元学生权益

3.4.1 双元期工资与社保保障
工资与社保是双元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

学生工作时间和贡献的一种经济奖励。应当保障学徒的基本

工资应该不低于同等职位的工资标准 80%，除了基本工资

之外应加上额外奖金学徒的工龄工资可以根据其工作表现

和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学徒在工作中表现出更

高的能力和贡献，将获得相应的工资提升。这种激励机制有

助于鼓励学徒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缴纳社保方面，学

徒应该享有与正式员工相同的社会保险权益，包括医疗保险

和养老保险等。这有助于保障学徒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

提高了他们的企业满意度和忠诚度。

3.4.2 奖助学金的发放
奖助学金对于双元制的学徒保障至关重要。奖助学金

可以鼓励学徒积极参与培训，并提供财务支持，以帮助他们

应对生活费用和学校学分。奖助学金的金额应该能够覆盖学

徒的订制班学费及基本生活费用，包括学费及食宿和交通。

此外，奖助学金的发放应该与学生的工龄工资挂钩。这意味

着学徒在工作时间和贡献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努力，将获得更

高的奖助学金。这种激励机制有助于激发学徒的积极性，提

高其学习和工作的质量。

3.5�未来展望
以上对于 YZR 建立双元制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双元制人

才培养方式进行初步设想和探索，未来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从

初步双元到深度双元，双元进一步深入探索还需要多元化元

素的参与，进入深度双元阶段，还需要我们思考：双元育人

对于校企双方规范发展，对接行业新变化深化改革，技术服

务要创新发展，连个融合协调共进，发挥类型教育特色引领

发展等问题。

4�结语

总的来说，由于传统的中高职会计专业教学已经逐渐

不能满足相应的工作要求和岗位需求，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趋势，它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结合，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需

要特别注重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并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

合作深度，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提升教学工作的效果，也有

助于提高企业中会计岗位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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