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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情  况A



01  课程基础

课程定位

培养目标

教学团队

教学资源
2018年已完成教学资源，包括教学案例、课件、教案、微课等；同时还
设有在线学习平台:陕财资源中心，蓝墨云班课等.

《审计基础》课程是针对审计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在第2学期开设，
共计68学时。

课程团队现有任课教师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兼职2人，职称结构
合理。其中获得硕士学位4人，注册会计师2人，注册税务师1人，涵盖了
基础审计教学、实训、实践、辅导、课件开发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课程
团队知识结构合理.

《审计基础》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现代审计基本知识、 理论和技能,
熟悉审计执业工作环境及要求,具备对复杂、重大、隐蔽性高的财务舞弊行
为做出适当的审计判断、侦查和确认、具体处理等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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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WOT分析

 课程涵盖内容综合性强；审计
思维有利于融会贯通其他专业
课程；

 贴合区域经济,且现行审计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贴合紧密；

 课程标准完善，教育教学规范。
 本课程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  模

式教学。

 课程突破传统创新困难，
缺少特色；

 电子商务发展对审计课
程知识要求进一步提高；

 经济活动复杂性对审计
方法提出更好要求。

 学院对课程建设高度重视；
 由于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基

础审计学习尤为重要；
 我院校企合作开展有特色，

有力推进基础审计课程改革
不断深入。

 课程内容抽象、枯燥
 实训教学资源在教学

中应用不充分；
 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课程考评体系还不完

善；
 技能比赛有待突破。



3形成自诊报告

2 自我诊改过程

1目 标 链 和 标 准 链 的 打 造

4 自我诊改过程

03  诊改工作安排

第一轮诊改启动并完成

2018年9月-2019年1月

2019年3月-2019年7月

第二轮诊改进行中……

2019年9月-2019年11月



总  体  设  计B



01  目标链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教学工作“十三五”规划》

《管理学院审计专业建设规划》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审计基础》课程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

教材建设 课程团队建设 教学方法改革 实践教学 课程评价与教学效果

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02  标准链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定及
管理办法

教学质量考评体系及实施办法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审计基础》课程标准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教高〔2015〕3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8年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

（教高厅函〔2018〕44号）
科研课题管理办法

二级标准

双师素质教师认定办法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30余条，详见《制度汇编》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标准链

一级标准 三级标准



03  质量改进螺旋

目标

01

标准

02

设计

03 04

组织

05

实施

改进

10

创新

09

学习

08 07

激励

06

诊断

改进 预警 监测

建 设 目 标 适 用
标 准 及 规 范

分 学 年 建 设 目 标
建 设 目 标 的 实 现

路 径 及 质 控 点
建 设 目 标 完 成 的

组 织 保 障
建 设 目 标 的 落 实

实 施 过 程

建 设 结 果 自 查
及 原 因 分 析

课 程 建 设 有 关
激 励 措 施

课 程 建 设 有 关
学 习 内 容

课 程 建 设 创 新 思 路
下 一 阶 段 改 进

措 施 和 方 向

诊 断 要 素
质 控 点 指 标

目 标 值
标 准 值
预 警 值

完 善 计 划
实 时 跟 进



自  我  诊  改C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教学方法改革

全面实行“线上+
线下（云班课）”
混合教学

课程评价与教学效果

任课教师听课记
录4份/人/学期

课程团队建设教材建设 实践教学

教学进度计划表2份

课程建设规划1份

2018-2019学年
目标分解

课程团队中“双师
型”教师比100%

课程团队教师参加
各类教学培训和专
业培训≥1次

校内实训基地与校
外实训基地建设

任课教师个人教学工
作总结1份/人/学期

教学班期末考试成
绩单及成绩分析报
告

教学大纲1份

选用教材1本

课程团队教师
参加社会实践
≥3次
课程团队教师公开
发表论文≥3篇

中期教学检查评分
汇总表1份/学期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标准链
分解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专业教师赴企
业实践锻炼管理办
法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校内实训基地
建设管理办法 

教 材 建 设 课 程 团 队 建 设 实 践 教 学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课程设计质量
标准

教 学 方 法 改 革

    

课 程 评 价
与 教 学 效 果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专业带头人选
拔及考核管理办法、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指导教师管理
办法 、陕西财经职
业技术学院、双师
素质教师认定管理
办法

陕西财经职业技
术学院考试管理
办法、
陕西财经职业技
术学院听课制度 、
陕西财经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教学
质量考评实施办
法 
 

陕西财经职业
技术学院教材
建设管理办法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教学方法改革

1.教学设计文本或电子资料。
2.信息技术的应用。

课程团队建设
1.教师获奖情况。
2.教师发表论文。
3.教师承担教科研项目。
4.教师企业工作或锻炼经历。
5.“双师型”结构、专兼职比
例及整体素质

课程评价
与教学效果

教师、学生评价表

教材建设

1.教材、教案、课程设计等教
学相关资料的电子版。
2．网络教学硬件环境和软件
资源。

实践教学

仪器设备列表。

《审计基础》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质控点设计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教学标准修订
规划

教学大纲设计
制定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形成课程负责人推动、企业专家指导，专职教师与外聘教师协同行动。

课程负责人

专职教师 外聘教师

企业专家

姓名 教师类型 学历 职称 双师型 任务 备注

郭磊 课程负责人 硕士 副教授 是 制定课程建设规划及课程标准

井洁琳 专业负责人 硕士 副教授 是
开展课程质量诊断，制定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何秀娥 专职教师 硕士 副教授 是 完善课程设计

王乃平 专职教师 硕士 教授 是 制定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刁元元 专职教师 硕士 助教 是 组织教师团队能力提升

温树潮
兼职教师 硕士 高级会计师 是 辅助制定课程标准、参与实践教学

张骅 兼职教师 硕士 高级会计师 是
辅助制定课程标准、参与实践教

学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3个环节+8个步骤
实施过程

监测→预警→改进
动态循环

事后
提升

事前
计划

事中
控制



事 后 提 升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事    前
 计
划

  事
  中
  控
  制

1.教学任务安排和教
材选用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2.教学内容梳理



序

号
资源

单

位
数量

1 多媒体课件 套 1

2 电子教案 套 1

3 微课 节 10

4 教学案例 个 若干

5 动画(2D) 个 若干

6 动画(3D) 个 4

7 教学视频 节 10

3.课程教学资源检查



事 后 提 升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事    前
 计
划

  事
  中
  控
  制

听课记录



事 后 提 升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事    前
 计
划

  事
  中
  控
  制

课堂教学,教学方法手
段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命题标准



事 后 提 升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事    前
 计
划

  事
  中
  控
  制

期末成绩单和成绩分析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工作总结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动态监测-中期检查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动态监测-学生座谈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动态监测-教师监测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动态监测-学生监测



改进 监测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预警

考核方式改革

 设置目标值、标准值、预警值
 以课程质控点所产生的监测数据为基础进行实时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跟进

序号 层面 指标 编号 质控点 目标 标准 预警

1

课程画像

1 基本信息

1.1 基本信息是否完善 有

有 无
2  课程任务 有

3  课程标准 有

4  课程组成员结构 有

5

2 课程资源

2.1 在线课程数量 有

有 无

6  教学进度计划表 有

7  课程建设规划 有

8  教学大纲 有

9  选用教材 有

10  案例，习题 有

11  课程设计 有

12 3 实训教学 3.1 实训项目 应用 应用 无

13

4 课堂教学

4.1 作业布置次数 6 4 无

14  学生签到率 100% ≤90% ≤75%

15  作业批改率 100% ≤60% ≤50%

16

5 教学评价

5.1 考试及格率 100% ≤30% ≤15%

17  考试优秀率 20% ≤15% ≤15%

18  任课教师个人教学工作总结 有 有 无

19  中期教学检查评分汇总 有 有 无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2018-2019学年课程目标 完成情况 未完成情况

教材建设 教学进度计划课程建设规划教学大纲选用教材 实践教学资源在教学中应用
不充分

课程团队建设 课程团队中“双师型”教师比100%课程团队教师参加各类
教学培训和专业培训课程团队教师参加社会实践≥3次课

程团队教师公开发表论文≥3篇 

 

教学方法改革 全面实行“线上+线下（云班课）”混合教学 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实践教学 校内实训基地与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课程评价与教学效果
任课教师听课记录4份/人/学期教学班期末考试成绩单及
成绩分析报告任课教师个人教学工作总结1份/人/学期中

期教学检查评分汇总表1份/学期 

学生对于审计课程学习积极
性不高；

考评体系还不完善

根据课程质控点所产生的监测数据为基础进行实时监测，在
2018-2019年度《审计基础》目标任务已完成90%以上。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存在问题 原因分析

1.实践教学资源在教学中应用不充分；

2.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3.学生对于审计课程学习积极性不高；

4.考评体系还不完善。

学生对审计学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对学生缺少课程体系引
导。很多的同学希望增加课程实时前沿动态内容。

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还不全面，不能促进实践教学资源的全
面应用。一些同学反应上课生动有趣但缺少互动，有的同学
认为多媒体停留观看课件。

教师灌输知识的情况还偏多，课堂上还未形成偏转课堂，混合
教学的教学风气。不少同学提出日常教学应加入实训期许和改
进建议。

对学生和教师考核虽有系统考核，但不细化，不能实现全
面诊断。考试成绩结果95%合格，其中优秀10%，良好30%，
中等35%。应增加考勤、德育、竞赛参与等全面分析。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工作量计算 职称评审加分

科研奖励 竞赛奖励

跟踪了解教师的上课及资源
制作情况，计入工作量化，
并据此进行综合评定。《陕
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优
秀奖评选办法》

对于参与课程改革，教学创
新较多的教师，可以在评审
中适当加分。《陕西财经职
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水平评
估方案及实施办法》

鼓励教师发表课程相关论文，
并编写教材，计入综合评定。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
师教学水平评估方案及实施
办法》

鼓励学生和教师积极参与校
内外的竞赛，进行奖励。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知识、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课程组教师积极参与我国审计专
业标准制定，紧跟行业变化，积
极学习更新课程知识。

行业标准
坚持学习学科前沿知识，及时在
课程组内讨论形成教学内容、方
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从而更
新教材知识，课程计划，推动
《审计基础》教学改革。

教改理论

从课堂本位出发，把“立德树人”
作为课堂教育的根本任务，把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机融入《审计基础》课堂。

课程思政
课程团队在学期末根据信息平台
提供的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报 告、
期末考试成绩分析报告进行自我
诊断与改进。积极创新及时更新
授课内容，完善课程标准，积极
在校内外竞赛突出对学生职业 能
力的培养。

创新创业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1.虚拟实训审计软件的应用，提高了学生对课程的实务操作能力；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04

03

02

01

2.积极参与课程相关校内外比赛，以赛促教，积累实践知识。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04

03

02

01

3.形成审计基础在线课程录制，实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目标 改进创新学习激励诊断实施组织设计标准

针对3：学生对于审计课程学习积极性不高；

增强学生对审计课程的了解，不断更新教材内

容，增加实训课程，灵活教学方法，提高学习

兴趣。

针对4：考评体系还不完善。

及时运用学校考评机制，及时改进
教学工作。加强课程实训任务的考
核。增加期末实训环节设置，建立
考核体系与标准。

针对1：实践教学资源在教学中应用不充分；

充分提高学生实践教学机会，加强校企合作，
课程标准与企业岗位需求的对接。积极进行
岗位调研，了解行业企业等对物流专业岗位
人才的需求，实现课程标准与企业岗位需求
的对接，不断升级改造优化课程标准提升学
生对产业岗位需求的认识。

针对2：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充分运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针对即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课程教学
设计 、课程教案、课程教学资源（提供教材、
精品课程、在线课程建设、微课等资源）等
内容不断修订。



努  力  方  向D



努力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认识
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新世纪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对审计专业人
才的高需求、高要求，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以一技之长为目标强化审计实践教学
以审计工作过程为教学模式，构建岗位分层教学体系，进而打破在
传统审计实务教学过程中先教后学的教学程序，在审计实务课堂上
引入实际的审计业务，让审计实务教学真正实现教与做的完美结合。

在现有改进的基础之上，积极参课程标准的修订、充分考量现代审计模
式对基础审计的影响，加强案例课堂演练、案例分析等纳入课程改进范
畴。

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多样化的设计
教学团队成员应以案例教学法为主，结合应用分组讨论、案例分析、
情景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乐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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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方向



汇 报 完 毕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