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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会计学不仅需要处理日益复杂的财务信息，还要积极

适应数字化和网络化带来的挑战。会计专业的教学和实践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工具和

平台的更新，更体现在对会计专业师资能力提升的迫切需求上。当前会计专业师资能力在传统领域具有

稳固的教学基础，但在新兴领域知识更新、现代化教学方法的应用、技术适应性以及跨学科融合能力方

面存在挑战，这阻碍了会计教育与行业需求和技术进步的同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知识体系更

新、教学方法创新、实践能力强化以及跨学科能力培养等方面构建提升会计师资能力的多维路径，对多

学科交叉融合下的会计专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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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rapi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owth, contemporary ac-
counting extends beyond managing complex financial data to adapting to digitalization and net-
working challenges. The accounting field’s teaching and practice are shifting, marked by tool and 
platform updates and a pressing need to enhance faculty capabilities. While accounting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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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ess solid foundations in traditional areas, they face challenges in embracing new knowledge 
areas, modern teaching approaches, techn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mpeding the alignment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with industry need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
ments. This study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enhance faculty capabilities, focusing 
on knowledge system updates,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practical skills enhancement, and in-
terdisciplinary skills development, offering fresh insights into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s evolu-
tion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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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科交叉指的是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知识、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结合，通过跨界合作产

生新的思想、技术和解决方案。随着业界不断变化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会计行业正经历从传统财务处理

向包括数据分析、风险管理和战略规划等多方面的扩展，因此教学内容的更新势在必行，信息技术、管

理学、法律等学科的知识应进入会计课堂。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扩展对师资能力是一大挑战。除此之外，

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学科对整个高等教育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学方法和技术应用方面，信息化

程度极高，这也对非信息技术学科的专职教师师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专业师资的能力提升显得尤为关键。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科发

展的引领者和创新的实践者。会计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在此背景下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

化不仅体现在会计实务的日常操作中，更深刻地影响到了会计教育的各个方面。传统会计教育面临着从

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更新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技术的更新换代，更是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的根本转

变。 
当前，会计学专业教师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如何融入新兴技术、如何适应学科交叉的教学需求、以

及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等。在此背景下，教师的角色不仅要求其具备扎实的会计学专

业知识，更要求其能够灵活运用信息技术，整合多学科知识，以及有效地引导学生在变革中成长。这不

仅涉及到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创新，还包括教师角色的转变和专业技能的提升。在现代教育环

境中，会计专业教师的能力提升已成为教育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研究学科交叉背景下会计学

专业师资的能力提升，对于推动会计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乃至对培养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会计专

业人才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2. 会计专业师资能力提升的需求分析 

2.1. 市场与企业需求的转变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会计职能正在经历从传统的财务记录和报告，向提供更加战略

性和咨询性服务的转变。当今企业不仅需要会计专业人才处理复杂的财务数据，还期待他们能够提供深

入的业务洞察，协助制定战略决策。这一转变意味着会计师资需要具备更广泛的技能集，包括但不限于

数据分析、战略规划和商业洞察力等。因此，高校的会计教育应重塑其课程和教学方法，以满足这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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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需求的挑战。 

2.2. 教育政策与行业标准的演变 

全球会计行业标准和教育政策的更新也是推动会计师资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IFRS)的普及和会计职业认证标准的提升，会计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确保教学内

容的时效性和相关性。 

2.3. 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挑战 

新兴技术在会计教育和实践中的应用正日益成为重要的议题。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

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会计专业领域正经历着从传统方法向技术驱动方法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会

计实务的日常操作，也对会计教育提出新的挑战。会计专业教师需要了解这些技术如何影响会计实务，

并将这些知识融入到课程中。这要求他们不仅需要定期更新自己的技术知识，还要掌握如何将这些知识

有效地传授给学生。 
例如，大数据分析为会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通过分析大量的财务数据，会计从业人员可以

更准确地预测市场趋势和风险。这一技能的教学对会计师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具备数据分析

的技术与思维方式，并能够将这些技能传授给学生。此外，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的引入也正在改变会计

数据的存储和共享方式，带来了更高的数据安全性和透明度。因此，教师们需要了解这些技术的工作原

理及其对会计实践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 
除了教学内容上的挑战，在教学方法上也需要不断革新。以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为例，在课堂教学中

恰当的应用它们可以解释复杂的财务数据，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认知。因此，提升会计师资在这些领域的

能力变得至关重要。 

2.4.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当今日益变化和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会计教育的重点不仅包括传统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还应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和创新能力。学生不仅要掌握会计原则和财务技能，还要能够

深入分析财务数据，从而提取出有价值的商业洞察。这要求会计教师能够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

挑战传统观念，探索更有效的解决方案[1]。例如，通过案例研究和模拟项目，学生可以在真实的商业场

景中应用其知识，同时运用创新思维来解决复杂问题[2]。 
在培养这些能力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非常关键。他们需要设计和实施鼓励探索、实验和创新的教

学方法和学习活动，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在理论知识

上得到加强，还能够在实践中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生创新思

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发展的促进者。这要求会计专业教师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要提供更加多元和互动

的学习体验。 

3. 会计专业师资能力现状分析 

在明确需求的基础上，从专业知识、教学方法、技术适应性，以及跨学科整合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分

析会计专业师资能力现状。 

3.1. 专业知识水平 

当前会计专业教师在传统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等核心领域具有扎实的基础。他们能够熟练掌

握和传授会计原理、财务报表分析以及税务规划等基础知识。这些是会计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在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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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商业环境和技术变革背景下，仅凭这些传统知识已难以满足行业的新需求[4]。面对金融科技、企

业风险管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大部分师资在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更新较慢，对新兴技术

在会计领域的应用讨论较少，未能充分掌握最新的行业发展和技术应用。 

3.2. 教学方法 

大多数会计专业教师仍依赖于传统的讲授法和书面考试评估方法。这种方法在基础知识传授方面有

效，但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创新思维方面存在局限[2]。在现代教育环境下，学

生需要互动和参与度更高的学习体验，化被动听讲为主动思考，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复杂和不断变化的

职业要求。以案例教学和小组讨论为例的互动式和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在广泛应用上还存在限制，需要

技术平台的支持及良好的师生人数比例等条件。 

3.3. 对新兴技术的适应性 

随着信息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广泛应用，会计专业师资在新兴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等方面的适应性不足[5]。这限制了他们在教学中融入这些技术的能力，从而影响学生对这些关键工具

的理解和应用。例如，数据分析和信息系统的教学在多数课程中仍处于边缘地位。其原因一方面是专业

体系设置不健全，另一方面是由会计专业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大多数文科类教师对相对前沿技术领

域不敏感，应用经验严重不足。 

3.4. 跨学科融合能力 

随着会计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日益增多，例如与信息技术、管理科学和法律的结合，会计专业教师

在跨学科知识整合方面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高校招聘的会计专业教师以本硕均为会计方向为主，

极少数有跨学科的学历背景。因此，大部分会计专业师资在本科、硕士阶段没有机会深入学习信息技术

学科的相关课程，在从教后也缺乏跨学科的培训机会，导致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不足，融合能力较弱。 
综上，会计专业师资在传统领域具有稳固的教学基础，但在新兴领域知识更新、现代化教学方法的

应用、技术适应性以及跨学科融合能力方面存在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系统地提升会计师资的

专业能力和教学方法，确保教育内容和形式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需求和技术进步。 

4. 提升路径与策略 

4.1. 知识体系更新：融合新兴学科知识 

在会计专业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会计专业师资的知识体系更新变得尤为重要。传统的会计

教育注重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等领域，但在当前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需要加入信息技术、数

据分析、法律和伦理等多元化知识。例如，数据科学的引入可以使会计专业人才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大数

据，从而提升其在财务分析和风险评估中的能力[5]。更新知识体系意味着不仅要掌握新技术，还要理解

这些技术如何与会计实践相结合，以及它们对财务决策和企业策略的影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计专业师资需要定期参与专业领域的相关培训课程和研讨会，保持对本专业

内新兴动态的了解与敏感度。同时，高等院校等应提供跨学科跨专业的培训和教学研讨会，鼓励不同专

业的教师探索如何将这些新知识整合到课程中。这不仅包括理论知识的更新，还包括教学材料和案例研

究的创新。 

4.2. 教学方法创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会计师资需要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这包括采用问题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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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新教学内容探索合适的教学方法。针

对会计实务的学习，可以利用模拟实验软件和在线平台等技术工具来实现。目前高校引进的会计软件大

多数比较死板，学生在上机操作中灵活度很低，实验教学内容相对传统。通过定期更新软件可以让学生

接触到市场上流行的财务系统，在实践内容上不与真实情况脱节。 

4.3. 实践能力强化：重视实际应用 

实践能力的强化是会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践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情

境，提高其职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通过实习、实时案例研究和与企业的合作项目，学生可

以获得宝贵的真实工作经验。这种实践经验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职业技能，还帮助他们了解行业趋势、建

立职业网络。 
会计专业师资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与业界紧密合作，了解当前行业的需

求和挑战，并将这些信息反馈到教学中。此外，定期组织行业讲座和研讨会也是链接学术与实践的有效

方式，高校教师可以直接从行业专家那里获得洞见，扩大视野，进一步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

用。 

4.4. 跨学科能力培养：多元化能力提升 

在多学科交叉的教育背景下，在会计专业建设中体现并强化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需要院校层面的支持，为会计师资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条件与空间。一是增加在教育技术和教师专业发

展方面的资金支持，通过与企业和行业组织的合作，为教师获取额外的资源和学习机会。二是优化教师

的工作负荷，为他们参与培训和自我提升留出更多时间。三是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培训，确保教师能

够有效利用新兴技术。 
其次，在会计专业层面需要制定灵活的会计师资培养方案与专业课程体系，以更好地支持教育创新

和技术应用。在师资跨学科能力培养方面，可通过专业牵头实现跨专业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如教学法

研讨会、工作坊和学术会议等。建立相应激励机制，鼓励会计专业教师进行教育创新和跨学科研究，不

断提升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在专业课程设计与安排上，应用会计师资的跨学科知识储备，

重新构建信息化的会计专业课程，合理规划新课程的添加与传统课程中教学内容的更新。会计专业教师

需要针对新课程结合新技术，自主探索会计知识如何与其他领域相结合，重新设计教学方法，锻炼教师

融合新技术新知识的水平，综合提升专业师资的跨学科能力。 

5. 小结 

本文深入探讨了学科交叉背景下会计专业师资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分析发现，师资面临的主

要挑战包括教学内容的局限性、教学方法的传统化、对新兴技术适应性不足，以及跨学科知识的缺乏。

这些问题在不断变化的商业和技术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对教育质量和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师资能力提升的多维路径，强调了融合新兴学科知识、促进跨学科学习与

实践的重要性，并从院校和专业两方面提出了会计师资跨学科能力的综合提升策略，以适应数智化时代

快速变化的教育需求，实现会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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