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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科背景下《基础会计学》一流课程“脱虚向实”
评价体系研究——以ZB学院为例

陶 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江苏 南京 212300

摘� 要：本文以ZB学院《基础会计学》一流课程为研究对象，探讨新商科背景下的“脱虚向实”评价体系。通过
对教学模式、课程内容、课程实践、课程考核和课程德育五个方面的调查分析，发现课程存在教学模式单一、内容与

实际脱节、实践机会少等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两层课程评价体系，并采用专家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

指标和权重，旨在通过该体系有效指导课程改革，提高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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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在新商科教育模式下，会计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

不断变化。传统《基础会计学》课程侧重理论，忽视实

践能力培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计

行业对人才需求转向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如何在

《基础会计学》课程中实现“脱虚向实”，即从课程内

容、教学模式、课程实践等形式化的探究，向以实际社

会行业需求为导向、由学生主动参与实践等方向转变。

ZB学院作为应用型高等教育院校，其《基础会计学》课
程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未来发展和学校培养成效。然

而，教学反馈和学生评价显示，该课程在教学模式、内

容、实践和考核方面存在问题，影响学习效果和教学方

法创新。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基础会

计学》课程“脱虚向实”评价体系，客观地评价课程表

现，为课程改革提供依据，最终提升教学质量。

1 ZB 学院《基础会计学》课程现状调查分析

1.1  调查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ZB学院《基础会计学》课程为对象，旨在

通过“脱虚向实”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

素养。调查对象包括教师、学生和行业专家，采用问卷

调查、访谈和数据分析等方法收集数据。具体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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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15人（10.34%）、学生120人（82.76%）和行业专
家10人（6.90%）。
数据来源包括教学文件和课程大纲，详细记录了课

程的设置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教学

反馈和学生评价，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学生对课

程各方面的反馈和评价；教师访谈，了解教师对课程设

计、教学实施、学生表现和改进意见的看法；行业专家

咨询，邀请专家评估课程现状并提出建议，基于丰富的

行业经验提供宝贵指导。

1.2  课程现状调查结果分析
1.2.1  教学模式层面调查结果分析
在教学模式方面，大部分师生对课程互动性和课堂

氛围评价较高，分别有30%和40%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
意”，认为这些因素对提升学习兴趣和效果有积极影响。

然而，实践环节满意度较低，仅有25%的受访者表示“非
常满意”，提示未来需加强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此

外，作业反馈及时性也存在不足，只有35%的受访者表示
“非常满意”，说明作业管理和反馈机制需改进。

1.2.2  课程内容层面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课程内容在实用性和理论与实践结

合方面得分较高，分别有42%和41%的受访者表示“非
常满意”，说明课程紧跟行业发展，提供最新知识和技

能。然而，更新频率得分较低，仅有30%的受访者表示
“非常满意”，意味着课程内容需更频繁更新以保持时

效性和前沿性。此外，虽然覆盖广度得分较好，但仍有

10%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提示在扩大与新商科背景
下相关领域的交叉融合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1.2.3  课程实践层面调查结果分析
在课程实践方面，学生对实践活动组织和指导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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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满意，分别有85%和9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或
“非常满意”。但在内容丰富性和成果应用性方面仍有

提升空间，分别有75%和8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或
“非常满意”。此外，78%的受访者对实践活动的参与感
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建议学校在未来课程设

计中，加强与企业合作，引入更多真实案例，丰富实践

教学内容，同时加强实践指导老师的培训，确保指导的

专业性和实效性。

1.2.4  课程考核层面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深入分析了课程考核方式、内容及其有效

性。70%的学生和65%的教师支持闭卷考试，认为能更好
检验知识掌握情况。但25%和50%的受访者支持增加开卷
考试和项目实践，以提高综合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在

考核内容方面，学生希望增加与实际工作相关的案例分

析题，以及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题目，表明他

们渴望将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提升职业技能。大多数

受访者认为现行考核方式传统，缺乏创新，不能全面反

映学习成果，特别是在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方

面存在不足。

1.2.5  课程德育层面调查结果分析
在课程德育方面，学生对责任感培养和团队协作

的评价较高，分别有40%和4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
意”。然而，诚信教育和社会责任的评价稍低，分别有

38%和3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说明这两个方面
仍需加强。建议通过案例分析等形式加强诚信教育，让

学生深刻理解诚信的重要性。同时，增加更多关于社会

责任的讨论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

会服务，培养社会责任感。

2 《基础会计学》一流课程“脱虚向实”评价体系

的构建

2.1  评价体系建设的总体设计
《基础会计学》一流课程“脱虚向实”评价体系旨在

通过科学、系统的评价方法提升课程质量。以ZB学院为
例，综合考虑教学模式、课程内容、课程实践、课程考

核及课程德育五个一级指标，构建两层评价体系，包括

专家评价法确定评价指标和层次分析法选择评价权重。

具体操作步骤包括：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初步

确定评价指标框架；邀请会计学领域专家评审初步指

标，确保其科学性和全面性；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层次分析法结果调整权重，使

之更符合实际教学需求；应用评价体系进行课程评价，

并根据结果不断优化。

2.2  评价指标确定

本研究在专家评价法的基础上确定《基础会计学》

课程评价体系的相关指标，最终形成5个一级指标和20
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基础会计学》一流课程

“脱虚向实”评价体系，全面反映课程质量和效果，为

课程改进和质量提升提供依据。一级指标包括教学模式

（互动性、实践环节、课堂氛围、作业反馈及时性）、

课程内容（实用性、更新频率、覆盖广度、理论与实践

结合）、课程实践（实践活动组织、内容丰富性、指导

质量、成果应用性、参与感）、课程考核（考核方式、

内容、有效性）和课程德育（责任感培养、诚信教育、

团队协作、社会责任）。

接下来，采用德尔菲法收集专家意见，通过多轮调

研达成共识。每轮调研后，根据专家反馈调整评价指标

的表述和范围，直至所有专家对指标设置达成一致。十

位专家使用1-5分标度法对各指标进行打分。
根据指标体系，利用上述标度法，通过专家访谈法

问卷调查，于2022年6月至12月进行调查。邀请了商科领
域十位专家，包括地方政府财政部门、高校商科教授、

公立和私立学校教师、会计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及公司经

营者。专家们根据自身经验对指标重要程度进行评分，

并通过微信和面对面形式讨论和归纳打分结果，最终得

出两两判别矩阵。

2.3  评价权重的确定
为了构建《基础会计学》课程评价体系，我们首先

构建了包含目标层和准则层的层次结构模型。目标层是

评价体系的总目标；准则层包括教学模式、课程内容、

课程实践、课程考核和课程德育等评价指标。根据研究

目标和内容，构建了包含目标层和准则层的层次结构模

型。具体如下：目标层是评价体系的总目标；准则层包

括教学模式、课程内容、课程实践、课程考核和课程德

育等评价指标。

在准则层内部，使用成对比较矩阵来评估元素间的

相对重要性。成对比较矩阵A的元素aij表示第i个元素相对
于第j个元素的重要程度。通过计算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可以得到各元素的相对权重。

成对比较矩阵A的形式如下：

其中，aij表示第i个指标相对于第j个指标的重要程
度。为了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权重，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1.计算矩阵 A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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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求解特征方程 det(A-λI) = 0，得到矩阵A的特征
值λ。选择最大特征值λ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w。

2.归一化特征向量：
对特征向量w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相对权

重。归一化处理公式如下： ，其中，wi为第i

个指标的权重。

通过上述步骤，可以确定准则层各指标的相对权

重，从而构建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本文根据专家评分结果，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得分，

并将其作为成对比较矩阵的输入。

2.3.1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于一级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1）建立层次模型结构。目标层为因素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为教学模式、课程内容、课程实践、课程考核

和课程德育；

（2）构造判断矩阵并作一致性检验。由于一级指标
中的指标都只隶属于目标层中的一个指标，可以确定一

级指标的权重。根据教学模式、课程内容、课程实践、

课程考核、课程德育对《基础会计学》课程评价体系的

重要程度的不同（各指标的重要程度的判断因人而异，

而且对最终的评价结果会有一定影响），经过反复比

较，可将一级指标中的指标判断矩阵表述如下：

对于此判断矩阵，本研究采用Matlab软件编制程序计
算可得：λmax = 5，CI = 0，CR = 0，可得CR < 0.1，通过
了随机一致性检验。

得到权重系数w = [0.2057,0.2077,0.2064,0.1789,0.2013]T。

最终可以得到各因素指标权重见表4.2。
表1 各一级指标的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教学模式 0.2057

课程内容 0.2077

课程实践 0.2064

课程考核 0.1789

课程德育 0.2013

2.3.2  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二级指标数量较多，运用层次分析法，需要建

立多个两两判断矩阵，因此本小节仅以“教学模式”下

的二级指标为例进行计算。

根据专家评分结果，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得分，并将

其作为成对比较矩阵的输入。根据“教学模式”下的二

级指标互动性、实践环节、课堂氛围、作业反馈及时性

平均得分，可以构建以下平均得分判断矩阵：

对于此判断矩阵，本研究采用Matlab软件编制程序计
算可得：λmax = 4，CI = 0，CR = 0，可得CR < 0.1，通过
了随机一致性检验。

得到权重系数w = [0.2804,0.2196,0.2804,0.2196]T。最

终可以得到各因素指标权重见表4.3。
表2 “教学模式”下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互动性 0.2804

实践环节 0.2196

课堂氛围 0.2804

作业反馈及时性 0.2196

同理，可计算出各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权重。同

时，通过重新计算每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权重，使

得它们的总和等于该一级指标的权重，并确保所有二级

指标的权重相加等于1。这样可以准确反映每个二级指标
在整体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

表3 《基础会计学》一流课程“脱虚向实”评价体系权

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基础会计学》一
流课程“脱虚向
实”评价体系

教学模式
（0.2057）

互动性 0.0577

实践环节 0.0452

课堂氛围 0.0577

作业反馈及时性 0.0452

课程内容
（0.2077）

实用性 0.0542

更新频率 0.0491

覆盖广度 0.0516

理论与实践结合 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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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基础会计学》一
流课程“脱虚向
实”评价体系

课程实践
（0.2064）

实践活动组织 0.0444

实践活动内容丰富性 0.0392

实践指导质量 0.0444

实践成果应用性 0.0392

实践活动参与感 0.0392

课程考核
（0.1789）

考核方式 0.0654

考核内容 0.0481

考核有效性 0.0654

课程德育
（0.2013）

责任感培养 0.0516

诚信教育 0.0490

团队协作 0.0542

社会责任 0.0465

权重结果显示，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和课程实践是

影响《基础会计学》课程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互动性、

课堂氛围、实用性、理论与实践结合、实践活动组织和

实践指导质量等二级指标对课程质量的影响尤为显著。

这些结果为课程改进提供了有力依据，帮助教育者优化

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ZB学院《基础会计学》一流课程进行
深入分析，构建了一个以教学模式、课程内容、课程实

践、课程考核和课程德育为一级指标的两层评价体系。

通过专家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本文提出了一

个具有操作性的“脱虚向实”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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