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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财务教学创新实践

1. SPOC平台。SPOC平台最重要

的功能是提供自建的在线开放课程

《财务学及技术基础》，供学生在线学

习。平台实时提供学生学习进度、学

习效果、讨论话题等各种学情数据，

可设置自动预警提示。

2.超星学习通。超星学习通是面

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开

发的专业学习平台，可以与SPOC平

台无缝对接，学生可以在超星学习通

上完成SPOC平台上的各种学习任

务，保持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

3.腾讯会议平台。教师每次授课

前先预定一个会议，会议名称可以用

“授课教师+课程名称+授课日期”

命名，设定上课时间，系统自动生成

一个会议号和网络链接地址。实践发

现，使用腾讯会议平台“屏幕共享”

功能授课比较方便，教师将自己的屏

幕共享给所有学生，再利用自己电脑

上的资源讲授课程。同时，始终保持

平台 “聊天”窗口打开，随时关注学

生的留言，处理学生端网络、设备等

突发状况。

三、教学资源创新

1.改造课程视频。本课程最主要

的资源是自建的在线开放课程，疫情

期间学生线上学习容易受外界干扰，

难以保持持久注意力，为此，在每个

视频中插入2 ～ 3个紧扣视频内容的

选择题，学生必须认真观看视频，并

做必要的笔记，才能做出正确的回

受新冠疫情影响，为保证教育教

学质量，各高校纷纷开展网络远程教

学。笔者结合工作，就推进新冠疫情

下的财务教学改革创新谈点体会。

一、教学设计创新

财务学课程使用的教材《企业财

务理论与实验》分上、下两篇，其中，

上篇为理论部分，以课堂讲授为主，

下篇为实验部分，以上机操作为主。

很多学生家中不具备上机条件，因

此，改为将实验原理贯穿到理论课之

中，设计教师在线授课48学时，每次

授课4学时，其中前2学时组织学生

讨论，围绕上一次课布置的学习任务

展开讨论，提高学生解决实际财务问

题的能力；后2学时由教师梳理主要

概念和原理，使学生逐步建立起完整

的财务学概念框架和知识体系。

配合远程教学的特点，本课程设

计了丰富的课外学习任务，包括123

项必选学习任务和77项互动任务，

要求学生课外自学不少于96学时。

课外任务均独立考核评分，由教学平

台自动进行过程监控和实时提醒，鞭

策学生按时完成任务。

二、教学平台创新

为了保证疫情期间网络远程教

学的质量，落实教学设计的意图，本

课程教学选用了分别用于管理课程、

学生在线学习和互动、远程教学的三

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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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回答错误系统会跳回，要求学生

重新观看视频，重新答题，直到回答

正确才能继续学习。课程共插入了

102道选择题，较好解决了 “刷视频”

问题，提高了线上学习的效率。

2.调整题库资源。本课程题库包

括两个部分，一是每章视频后作为任

务点的练习题，学生必答，不答不能

继续学习；二是教师根据学生学习

效果，选择性布置的测验题（含期中

考试），学生不答以零分计，但不影

响继续学习。疫情期间，对于作为任

务点的习题，由系统随机选取题目分

配给不同的学生，使得学生之间的题

目不完全相同，从而集中精力，独立

解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测

验题，除了随机抽题外，还限制题量，

原则上不超过2道题。同时，设置学

生间互评，丰富互动学习的形式。

3.创新讨论主题。本学期设计了

一个贯穿整个学期讨论主题，即“假

如你账上现在有10万元资金，预计

本学期不会使用，请打理这笔资金，

每周报告盈亏情况。”开始时，学生

投资知识有限，绝大部分同学选择身

边常见的投资产品，比如定期存款、

余额宝、股票等。随着财务学知识的

积累，在之后的周汇报时，学生的投

资产品逐步丰富，国债、理财产品、

基金、黄金产品、信托产品、打新股

等陆续出现。这个主题对培养学生的

理财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4.挖掘超星资源。财务学中的筹

中
国
财
政
出
版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2020 20·财务与会计 85

分享空间

资和投资是重点，在课程开始前，教

师先布置一个分组学习任务：在超

星数字资源中搜索印象最深刻的财

务管理案例，并在集中授课时分组汇

报搜集到的案例，并阐述印象深刻的

原因。此外，《大学生创新创业案例

集》《江西大学生创业故事》中有很多

学生身边知名公司的成长故事，比如

ofo小黄车案例、用友软件、桌游三

国杀等，充分挖掘了超星数字资源。

四、教学方法创新

1.学生在线学习课程。学生通过

网络登录学校SPOC平台，或者利用

超星学习通APP进入课程学习，观看

课程视频、回答视频中插入的问题、

完成每章习题任务、完成教师实时布

置的作业并对系统分配来的他人作

业进行评阅等。

2.学生在线分组学习。将全班同

学分成8个组，每组5位同学，共同

完成综合性任务。比如，分析利息抵

税的机理和比例；我国股票交易规

范；现代物流背景下零库存管理的

实现可能和挑战；当代股利理论的

优缺点；预计资产负债表的作用和

编制方法；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

运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等。 

3.学生在线互动讨论。SPOC平

台提供专门的讨论区，学生可以将在

线学习过程中的各种疑问在SPOC平

台的讨论区提出来，强化学生对财务

知识的认知，体现“学为中心”。

4.教师主导远程讨论。“对分翻

转”教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教师将课堂

对分成两个部分，一半学时组织学生

讨论，另一半学时梳理知识重难点。

疫情期间，讨论由教师线上进行，与

线下课堂区别不大。

每次集中授课安排1学时，挑选

有代表性的同学做“10万元资金打理

汇报”，教师结合每次课的教学目的

引导讨论，由浅入深，从收益率概念

入手，逐步延伸到年化收益率、传统

投资品、互联网金融、股票交易规范、

信托投资规范、投资决策、理财评价

等；同时，配合汇报，再安排2学时

集中授课，各学习小组汇报小组任务

完成情况，教师引导讨论，通过厘清

其中模糊认识，纠正认知偏差，达到

传授财务学知识的目的。

5.教师在线梳理知识。教师用1

学时的集中授课梳理本次课程的重

点、难点，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

体系。

五、教学评价创新

教学评价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

重点环节必须辅之以较大考核权重。

为了克服学生在家学习的“惰性”，课

程考核加大了过程考核，线上成绩和

期末考试成绩各占50%。其中平时成

绩分八个环节分别考核，权重如下：

课程视频（10%）、章节测验（20%）、

章节学习次数（5%）、讨论（10%）、

作业（20%）、考试（10%）、签到（5%）、

课堂互动（20%）。

平时成绩中最有特色的是课堂

互动，这也是远程教学抓住学生注

意力的主要手段。一共设计了8种形

式，即投票、选人、抢答、主题讨论、

随堂练习、问卷、评分和分组任务。

每一种活动都赋了分值，系统会自动

给参加活动的同学计分。比如，为了

吸引全班同学认真听发言同学的观

点，可以发起对发言同学的评分，这

样既可以完成对发言同学的打分，又

可以通过同学的评价，让发言同学了

解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本学期设计最多的活动是主题

讨论和分组任务。主题讨论中的“词

云”功能一目了然，可以让教师快捷

了解学生讨论发言的全貌。在主题讨

论过程中，教师可以对回答优秀的学

生给予奖励分，鼓励这些学生再接再

厉。但由于时间限制，主题讨论不可

能让每个学生都发言，只能选择一些

代表展示。分组任务可以较好解决这

个难题，全班共分8个学习小组，每

个组5位同学，课堂上由学习小组的

代表发言，成绩自动计入小组全体成

员名下，调动全体组员参与的积极

性，提高发言质量。

为了强化学习的严肃性，教师在

每次集中授课前，都要对各项学习任

务的完成进度进行反馈。首先检查观

看课程视频的进度，观看课程视频是

最基础的学习方式，替代传统的课堂

学习，必须保证按时完成才能正常开

展其他学习活动；其次检查每章后

面的习题任务和老师实时布置的作

业任务是否按时完成，如果有延迟现

象，除了平时通过系统及时提醒外，

课堂上教师要专门询问原因，对于客

观原因造成的要及时提供帮助，对于

主观原因造成的要批评教育；最后

要检查主题讨论和分组任务是否都

已经提交，这是课堂讨论的主要内

容，对于不按时提交的同学亦应了解

原因，给予相应的处理。

此外，问卷调查在疫情期间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本学期共发起6次问

卷调查，分别关于同学们健康状况和

防护知识的调查、“对分翻转”教学

模式听取意见调查、学习终端设备调

查、网络状况调查、平台运行情况调

查等。教师可以根据在线调查及时调

整课堂教学方式和方法，积极协调超

星公司，调整学校SPOC平台运行模

块，确保教学急需。
（本文系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微课辅助

下的财务管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2016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湖北名师

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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