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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教学如何帮助学生
从“自主学习”走向“深度学习”

—— 以存货期末计量为例

式。为确保预习效果，教师要提前对

关键知识点录制微视频，并提供相关

预习资料，同时设计问题进行小组讨

论，让学生带着问题和任务预习。以

存货期末计量为例，上市公司獐子岛

（股票代码002069）的底播虾夷扇贝存

货跌价损失是一个典型案例。对此，

线上预习包括：查阅上市公司獐子岛

的有关资料，了解公司主要业务类型

及存货内容；查阅獐子岛2014年10

月以后发布的有关底播虾夷扇贝公告

以及证监会对獐子岛的处罚；观看“存

货期末计量”微视频，完成线上测试

等。线下学习包括：预习教材相应章

节；参与小组讨论交流自学心得等。

小组讨论问题包括：可变现净值、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的含义；存货

跌价准备转回是什么含义，什么情况

下可以转回；为什么期末存货要以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量等。

这个环节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了

解存货成本、可变现净值、存货跌价

准备、存货减值转回等基本概念的含

义，而小组讨论能够深化对获取知识

的理解，也是对自学获取知识的展示。

二、组织学生课堂（课中）深

度加工知识点以推动对获取知识进

行反思：已发生减值的存货如果不

计提跌价准备对财务报表将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

“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对自己的

学习负责，自己确定学习目标，自主

选择学习内容、进度与方法，自我监

控学习过程，自我评价学习效果，它

不仅是一种学习能力，也是一种学习

态度。“深度学习”是相对于“浅层学

习”而言的，其本质是要激发学生探

索知识的内在激情与主动态度，学习

路线可归纳为“知识获取—— 知识反

思—— 知识迁移—— 知识测评”，对应

于“课前—— 课中—— 课后—— 测试”

四个阶段，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

理解、理性表达与批判、知识迁移与

实践、自我评价与反思等综合能力。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会不同程

度地表现出在认识专业、认识自我、

认知社会等问题上的无助、迷茫和不

成熟，需要教师帮助其系统梳理专业

知识，正确应用专业知识，并将学习

引入深度，师生形成学习共同体。因

此，“自主学习”必须在教师的正确引

导下才能走向“深度学习”。笔者在此

以会计学课程中的“存货期末计量”为

例，探讨如何帮助学生从“自主学习”

走向“深度学习”。

一、引导学生课前预习知识点

并通过讨论获取知识：存货成本、

可变现净值、存货跌价准备、存货

减值转回等基本会计术语含义

课前预习可采用线上线下两种方

曾月明■

在“自主学习”模式下，课堂深度

加工是通过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

考、自信表达等方式能动地融入教学

情境中以巩固认知，强化知识点。课

堂是师生探究问题、释疑解惑的场所，

通过交流探讨，消除预习阶段的疑问。

教师在本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设

计形式多样、生动有趣、有吸引力的

课堂教学活动，如分享各小组讨论结

果及有价值信息、引导学生将获取的

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

等。“自主学习”模式下，通过教师讲

授，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知识基

础和知识缺陷“被关注”“被激活”“被

修正”，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知识理解

得以不断深化和完善。

以存货期末计量为例，课前预习

环节学生已了解与存货期末计量相关

的基本概念，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对

基本概念的理解有一个过程，学生学

习难点集中在可变现净值的计量与已

计提跌价准备的转回，需要教师讲授，

其他课时可用于深度加工知识点以推

动知识反思。比如，可以在课堂中进

行讨论：期末存货为什么要以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量；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对财务报表有哪些影响；房地

产去库存、“双11”“双12”大促销、商

场年末打折、换季大促销、“拼多多”

拼团、团购等社会现象是否会影响到

存货期末计量等；獐子岛的存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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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带来了哪些不良影响等。

有些内容相对成熟的章节，可采

取学生讲授、教师点评的方式。学生

备课时查阅相关文献和信息，梳理授

课条理，获取证据支持，就是在深度

加工知识点。多样的课堂教学组织体

现了学习知识与分析问题相结合的

体验式教学过程，达到强化知识点、

推动学生对知识进行反思、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学习目标。

三、启发学生课后深入思考：

为什么獐子岛三次底播虾夷扇贝减

产均确认为存货减值损失

通过课前和课堂学习，学生基本

掌握了与存货期末计量的相关内容，

但尚处于“机械记忆”及“浅层理解”

状态，要实现由“机械记忆”向“灵活

应用”、“浅层学习”向“深层学习”的

转化，还需通过获取相关信息来加深

记忆，以内化知识，实现知识迁移。

课后环节可通过挖掘延伸知识的

现实场景启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以

存货期末计量为例，要求学生详细查

阅獐子岛自2014年10月以后发生的

三次底播虾夷扇贝减产事件，并思考：

獐子岛公告的底播虾夷扇贝减产是否

属于存货期末计量问题？

查阅有关资料发现：第一次事件

发生在 2014 年10月30日，獐子岛将

100多万亩虾夷扇贝绝收导致的巨亏

归咎为自然灾害；第二次事件发生在

2018年1月31日，公司发布的《2017年

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年末存货

盘点发现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

货异常，2018年2月5日再次公告，公

司拟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进行核销和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影响净利润

约为6.29亿元，全部计入 2017年度损

益；第三次事件发生在 2019年11月

11日，公司公告称，存量底播虾夷扇

贝平均亩产大幅下降，初步判断已构成

重大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减值风险。

从獐子岛公告的内容看，三次存

货事件均属于产量减少，但从公司年

报披露的信息看，均确认为存货减值

损失：2014年、2017年分别确认2.83

亿元、0.607亿元；2019年底播虾夷扇

贝平均亩产大幅下降，公司公告称确

认为存货减值损失，具体确认多少、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需等2019年年报

披露后才能得知。存货会计准则和教

材都认定存货减值损失是在存货可变

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时计提，而獐子

岛的底播虾夷扇贝减产为什么作为存

货减值损失处理，这是一种违背企业

会计准则的行为吗？此外，2017年实

际计提的存货减值损失数不及公告数

（6.29亿元）的十分之一，2014年实际

计提存货减值损失数与公告数（8亿

元）也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其他的减

值损失去哪儿了？这些问题都需要学

生进行深入思考。 

教师通过不断提出问题引导学生

从“自主学习”逐步走向“深度学习”，

这样的教学设计为学生提供了“观察

社会、感受社会、发现问题、思考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的训练，达

到提高面对复杂情境问题的理解能

力，锻炼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逐步形成更高阶认知，实现

知识内化与知识迁移的学习目标。

四、基于学习视角全过程综合

评价完成知识测评：期末存货按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是为了存

货在报表上以稳健的金额列报

评价学生学习成绩通常有两种评

判视角：一种是基于教学视角，即从

“教师”或“教”的立场进行评判；另

一种是基于学习视角，即从“学生”

或“学”的立场进行评判。二者比较，

基于学习视角更具实践意义。

构建合理的成绩测评体系是“自

主学习”走向“深度学习”得以成功

的基本保障。基于学习视角更加重视

学习过程（课前、课中和课后），考核

主体和手段更加多元、立体，且每个

环节都有明确的考核目标：在课前预

习的自学和小组讨论环节，重点考核

学生对存货期末计量相关基本概念的

了解；在课堂深加工知识点环节，观

察学生对期末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法计量的经济后果的理解程

度，重点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观察

社会、解释社会现象，逐步形成自己

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课后延伸知识点

环节，让学生了解到存货所具有的行

业特征，重点考核学生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通过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

环节的学习，最终达到让学生深刻理

解存货期末计量是为了解决存货在报

表上以稳健的金额列报的问题。至此，

促进“课前——课中——课后——测

试”形成完整的教学闭环。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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