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4), 1223-1228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91   

文章引用: 方圆. “课赛创融合”背景下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探究[J]. 教育进展, 2022, 12(4): 1223-1228.  
DOI: 10.12677/ae.2022.124191 

 
 

“课赛创融合”背景下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

教学模式探究 

方  圆 

信阳农林学院，河南 信阳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7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8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7日 

 
 

 
摘  要 

随着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的日新月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应用为商业运行带来了新

挑战。基于“课赛创”协同培养的育人模式不仅适应“新文科 + 新农科”建设需要，更是新形势下经

济社会发展对新财经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地方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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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business form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business operation. Th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educ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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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cours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not only meets the construction needs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but also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training of new financial and economic tal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hich is the new goal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local agri-
cultur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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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特征 

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有着特殊的涉农背景，其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具有“知农、

爱农、为农”情怀、具备财务核算与管理、财务决策、财务监督等专业能力，能够满足现代农业经济管

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财会人才。在“新文科”呼唤“新财经”教育教学改革的浪潮中，基

于当前财经类学科发展趋势，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模式有其自身特点。 
在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下，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基本形成了人才需求剖析、岗位能力对接、课程

体系优化、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训实习跟踪的闭环，以培养出高素质、强技能、服务农业经济发展的财务

管理专业人才。 
首先，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更加注重德育培养，致力于培育学生“知农、爱农、为农”素养。高

教司司长吴岩指出，涉农高校是强农兴农的“国之重器”，建设新农科是振兴高等农林教育的重大战略。

农业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作为提升地方经济水平的重要抓手，始终引导学生以社会服务为方向，扎根中

国大地，在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中明确使命与担当，形成推动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注重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致力于培育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和创造能

力。2019 年 12 月，吴岩司长在《创新创业教育——培养范式的深刻变革与新的质量观》中指出，培养

新型农林人才不仅要推动农林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更要强化农林实践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深

度融合[1]。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在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必须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以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培养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能够服务“三农”的农林类财务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

人才。 

2. 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现状 

目前我国涉农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进程中存在课程设置同质化、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模式固化

等问题，学生服务农业的思想基础不稳固，已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经济管理对人才的要求。  
1) 课程设置同质化。 
农业院校现有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其他财经院校、综合性院校区别很小，其通识教育课程以及

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程的重复率高达 70%，而能够彰显农业院校自身特色的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学、农林

经济会计等农商融合课程却未能得到凸显，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更趋于同质化。具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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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 of core course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表 1. 财务管理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概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培养规格 学时 

1 会计学基础 

知识层面：系统掌握财务、会计、审计等方面的

基础理论与实务知识； 
能力层面：能够独立分析和解决财务预测与决

策、财务分析与评价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备较

强的知识应用能力； 
素质层面：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

业道德。 

48 

2 中级财务会计 96 

3 财务管理学 64 

4 成本管理会计 64 

5 审计学 48 

6 会计信息系统 48 

7 高级财务管理 48 

8 财务报表分析 48 

 
2) 教学内容滞后。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构建“学科专业交叉、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业财融合创新”

的开放性人才培养模式被提上日程。原有教学内容在财务信息的确认、记录、计量、报告、分析、考评

与监督内容上主要以 ERP 信息技术为依托，并没有充分涉及区块链、云财务、大数据等新兴网络技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课堂教学内容与新财经行业现实需求相脱节。 
3) 教学模式固化。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目前农业院校仍较多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学生缺乏主动的独立思考和课

堂讨论的机会。简单的灌输式教学并不能长期有效的培养学生财务核算能力以及财务决策、风险控制能

力，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学生厌学心理。加之地方农业院校缺少涉农企事业单位的实际研究案例，

财务管理理论教学资料不充分，不完善，增加了学生对相关会计核算与财务决策理解的难度，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4) 课程育人力度不够。 
深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强化课堂价值观念引领，促进财经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是培养服务乡村振兴急需的新财经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保证。当前，地方农业院校尚未构建完善的“财

经知识 + 信息技术 + 职业素养 + 家国情怀”的课程育人体系，专业课程讲授仍然以专业理论为主，思

政元素融入刻板僵硬，教学主阵地上的课程育人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 

3. 课赛创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的思路 

针对农业院校在设置财务管理专业、培养财务管理人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依托“课赛创”融

合的培养模式，以“课”为引领，丰富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理论体系，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知

农爱农为农”情怀，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以“赛”为平台，立足新时期财经岗位需求，进一步深化校

企合作，持续融入智能会计、区块链技术、财务大数据分析等现代农经特色实践模块，深度融合第一课

堂和第二课堂，加强实践育人体系建设，通过仿真的企业运营环境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

力；以“创”为抓手，在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教学手段的同时，润物细无声的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意识，提高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契合[2]。具体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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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dea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urse, competition and innova-
tion integration” 
图 1. “课赛创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的思路 

4. 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创新路径 

1) 以“课”为引领，构建“新模式” 
以“课”为引领，构建“学科专业交叉、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业财融合创新”的开放性人才培养新

模式。为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涉农财务管理人才，农业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应依托学校

农科优势，深化农商融合，以新财经人才素质能力为导向，建立宽视野、厚基础、高复合、强能力的新

课程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课程设置同质化问题。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根据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基础课‘精准够用’、核心课‘专业到位’、拓展课

‘交叉融合’”的原则，把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以及创新创业课程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3]。
以“新文科 + 新农科”为切入点，拓宽财务管理专业口径，增加《农业企业财务管理》、《生物资产会

计》、《现代农业技术导论》等农商融合课程，减少传统课程数量，构建“农工管”跨学科专业知识体

系，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交叉融合的教与学培养模式。 
二是紧跟大数据时代发展步伐，加大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科技在教学中的应用，强化大数据分

析、区块链等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融合，将大数据管理和信息技术应用融入课程教学，开设《python 基础

应用》、《大数据于财务决策》和《区块链实践应用》等课程，推进课程内容先进性建设。以新财经人

才综合能力培养为主线，持续推进信息技术课程植入，实现业财融合创新，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

“大文科”视野[4]。 
三是在现有课程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把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与财会类课程有效结合，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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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和“第二课堂”有效结合，将个性化教育、思政教育与知农爱农教育有效结合，多维度、全方位

的改革实践育人体系。通过引入企业真实案例，在课堂中结合产业背景、行业应用，进行实际工作环境

与工作流程再造，自主设计课程教学的仿真操作项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效果。 
2) 以“赛”为平台，植入“新理念” 
学科竞赛强调学以致用，是帮助学生构建专业知识结构树图的前提。一方面，竞赛不仅可以考察学

生对财务管理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是对其综合素养的一次全面检验。以“赛”为平台的教学模式

能够帮助学生实现从“让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使学生能够自觉关注财务管理理论前沿和发展动

态，掌握财务管理的研究热点和焦点，从而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学生通

过参与学科竞赛，能加深对企业经营决策、财务管理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有针对性的为学生提供专

业指导。通过竞赛平台，教师可以在以赛促教的进程中实现课堂教学与竞赛赋能的双重价值。 
一是广泛开展案例式、研讨式教学，推动混合式教学建设，在课堂中结合产业背景、行业应用，引

入实际工作环境与工作流程，结合现有的软硬件设施，探索虚拟仿真、场景实训等教学模式，优化现有

的竞赛训练平台，提升课程挑战度与课程教学质量，为学生专业竞赛、实习就业、创新创业夯实基础。 
二是鼓励学生深入本地涉农企业，了解企业经营管理流程，在真实环境下参观生产现场、了解生产

过程，从中熟悉真实环境下农业会计核算过程和流程；在激发了知农热情、丰富了农业知识、具备了专

业技能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地方农业企业合作，引进企业赞助并结合企业的实际工作需要开展学科竞

赛，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三农情怀。  
3) 以“创”为抓手，探索“新路径” 
以“创”为抓手，构建“课堂知识讲授–学科竞赛补充–创新创业赋能”三位一体的育人新路径。

围绕新财经人才需求，将教学内容和专业性比赛进行有效对接，推进技能竞赛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5]。
同时，结合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以赛促学、以练促赛，将创新意识和创业理念融入到学科竞赛中，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是推进融媒体、“智能 + 技术”、AI 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改变传统教学方法，

创新教学手段。坚持从专业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持续发力，引导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方法改革，鼓励

教师运用 BOPPPS 教学模式开展启发式、案例式、参与式教学，运用“OBE”理念进行教学设计，借助

“新道云平台”营造场景化教学环境，将企业元素充分融入课堂，深入挖掘教学软件和教学平台在教学

过程中可实现的授课便利，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构建与用人单位需求一致的人才培养机制，扩宽校企合作渠道，与地方农业企

业构建“共建实习基地、共享实践教学资源、联办学科竞赛”的协同培养方案，依托校企合作平台，拓

展实训基地及实习岗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增强学生实践能力，提高毕业生综合素养，实现

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高度融合。 
三是持续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不断优化“第二课堂”竞赛训练平台，组织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及

创新创业大赛，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与此同时，立足专业特色，营造创

新创业文化氛围，提供创业指导，引导学生捕捉商机，鼓励高年级学生自主创业，将能力转化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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