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Establishment of System of Bridging Programs of Accounting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XuanJun Chen1, a and Han He2, b* 
1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tate, Chongqing Jianzhu College, 

Chongqing Municipality 400070; 

2Rongzhi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20) 

a
535023045@qq.com; 

b
923211211@qq.com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bstract. Bridging Program is the core and key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system of bridging program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accounting education, we 
should focus on vocational competence and design a course system of the integration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essay, based on analysis of China’s models of bridging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accounting bridging 

programs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well as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putting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s, with the focus on vocational competence, of bridging 

programs of accounting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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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衔接是中高职衔接的核心和关键点，要实现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就应该以职业能力为核心设计中、

高职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本文在分析我国中高职教育衔接模式基础上，针对中高职会计专业课程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

分析，提出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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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高职衔接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

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过程等方面的衔接，形成对接紧密、特色鲜明、动态

调整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但长期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不能有效衔接，

两者各自发展，产生了课程内容重复等问题，制约了中高职教育的全面衔接。因此，研究会计专业中高职

课程体系衔接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中高职教育衔接的模式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探索出多种中高职衔接模式，主要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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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口招生模式 

该模式是中职生毕业后参加单独组织的高职招生考试，通过考试则可以进入高职院校学习。中职毕业

生可以自主选择专业对口的高职院校。 

1.2 分段贯通模式 

该模式是高职院校与中职院校共同办学，由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习三年或四年，经过高职

院校选拨进入高职院校再学习两年或三年，最终颁发大专文凭。 

1.3 五年一贯制模式 

该模式是高职院校以培养专科层次技能型人才为目标，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学

制五年，中间只参加转段考试。 

研究发现，不同的衔接模式各有特点，不同的衔接模式的关键问题均为课程的衔接。课程衔接是中高

职衔接的实质与核心问题，是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实现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关键则

在于要按照职业能力的要求构建课程体系，体现职业教育特色，实现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  

2 会计专业中高职课程衔接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会计专业中、高职课程衔接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2.1 课程目标定位不明确 

由于我国高职多数是由中职院校升格而来，因此中职院校和高职院校培养目标高度相似，缺乏清晰的

层次定位，无法显示两者的发展关系，进而导致中、高职院校课程目标定位不明确，相互之间缺乏衔接。 

2.2 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交叉重复 

由于我国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各自独立办学，彼此缺少必要的协作，加上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基本

按普高毕业生设计，没有统一的中高职衔接的课程标准，导致中职开设的课程大多都在高职阶段重新开设，

教学内容重复，甚至有的课程采用的教材都为同一版本。 

2.3 文化基础课不衔接 

中职学生由于未经过高中阶段的文化课程学习，文化基础薄弱，而高职院校文化基础课程均按对普通

高中毕业生的要求开设，对文化基础课要求比较高，导致中职生源学生普遍感觉高职院校文化基础课程过

难，学习积极性降低，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 

3 构建“一核心、二结合、三阶段、四模块”的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 

3.1 构建中高职会计专业职业能力培养体系 

在中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衔接的过程中，首先要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不同导致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不同。中职培养的是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或一般技能的人才，高职

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更精湛的技术素养，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更宽厚。 

目前会计专业中职学生的就业岗位主要有中小企业收银、出纳、办税员以及小企业会计核算等；高职

会计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岗位是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税务核算、审计稽核、成本管理、会计管理

等。通过对中职与高职的就业岗位的调研，分析各自的工作任务及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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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会计专业职业能力体系分析图 

 

3.2 构建会计专业“1234”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 

通过对会计岗位工作过程的调研与分析，用行业标准引导职业教育标准，将典型工作任务转换为学习

领域，进而构建出会计专业“一核心、二结合、三阶段、四模块”的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一核心是指以职

业能力为核心；二结合是指课程结构与就业岗位相结合、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相结合；三阶段是指将课程

分为中职课程阶段、中高职衔接课程阶段和高职课程阶段；四模块是指将课程设置为职业素养课程模块、

职业基础课程模块、职业技能课程模块、职业拓展课程模块四个课程模块。如表 1 所示。 

 

 

 

 

职业教育层次 就业岗位 职业能力 

 

高职阶段 

中职阶段 

会计核算 

税务核算 

审计稽核 

成本管理 

会计管理 

1. 对经济业务原始单据的正确性、完整性、合理

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核的能力；2.编制、审核记账凭
证，进行账务处理的能力。 

1.对各类税收进行计算的能力；2.熟练使用税务软

件的能力；3.税费的计算、申报和会计处理能力。 

1.能进行财务收支、财产物资、等方面的审计；2.
具备编写审计工作底稿及审计报告的能力。 

1.具备生产费用的分配核算、产品成本核算、产品

成本分析的能力；2.能够正确编制生产费用分配表
以及产品成本计算表；3.能够进行产品成本分析。 

1.使用财务软件、对账、查找账务的能力；2.处理

账务问题的能力；经营分析的能力；3.经营结果分
析及规划能力。 

财务经理 
1.具备进行企业预算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及财务分

析的能力；2.组织企业内部核算、组织企业资本投

资计划和筹资计划的能力；3.具备财务规划能力。 

1.辨别真伪钞票的能力；2.正确使用票据和非票据

结算的能力；3.正确使用发票、收据的能力；4.款

项管理的能力。 
 

收银 

出纳 
1.办理现金与银行结算业务能力；2.辨别现金和银

行结算票据真伪的能力；3.核对现金、银行存款、

处理货币资金结算差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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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会计专业“1234”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 

一核心 二结合 

职业能力为核心 课程结构与就业岗位结合 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结合 

三阶段 四模块 

中职课

程阶段 

中高职衔接

课程阶段 

高职课

程阶段 

职业素养课程模块、职业基础课程模块、职业技能课

程模块、职业拓展课程模块 

 

职业能力包含“基础工作能力”、“职业基本能力”、“职业岗位能力”、“职业拓展能力”四个方面，以职

业能力为主线构建中高职会计专业衔接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职业能力-课程体系对位图 

 

中高职衔接

课程 

中职课程 

高职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概论 

形势与政策 

经济数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大学英语  

经济应用文写作 
大学体育 

管理学基础 

经济法专题 

会计基础与财

经法规专题 

管理信息系统 
 
 
 

成本会计 

财务会计 

税务会计 

财务管理 

会计电算化 

成本会计实训 

财务会计实训 

财务管理实训 

会计分岗位实训 

会计综合模拟实训 

ERP 沙盘模拟实训 
 

审计实务 

行政与事业单

位会计 

管理会计 

Excel 在财务管

理中应用 

证券投资 

经济学概论 
财务报表分析 

职业素养课程模块 职业基础课程模块 

高数预备级 

高职英语预
备级 

经济法基础 

管理信息系统
基础 

职业道德与法律 

经济政治与社会 

心理健康 

中职语文 

中职英语 

中职数学 

计算机应用基础 

体育 

珠算 

点钞 

小键盘录入实

训 

基础会计 

财经法律法规 

会计职业道德 
 
 

职业拓展课程模块 

基础工作能力 职业基础能力 职业岗位能力 职业拓展能力 

职业技能课程模块 

出纳实务 

会计实务 

税收基础 

会计电算化基础 

会计技能训练 

会计模拟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审计基础 

统计基础 

财政金融基础 

商品流通企业

会计 
 
 
 

财务管理基础 
成本核算基础 

财务分析基础 
证券投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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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的实施 

5.1 以课程标准建设为依托完善课程体系 

开发会计专业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标准是建设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课程标准是进行教学以

及指导教材开发的依据，应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统筹，组建中职与高职院校教

师、行业企业专家等人员共同开发中高职一体化的课程标准，作为教学单位的指导性文件。中高职一体化

课程标准，避免了中高职衔接中课程出现的重复、断档等问题，将有效实现会计专业中高职课程体系的衔

接。 

5.2 以教材建设为支撑加强课程体系建设 

中高职课程体系衔接依赖于教学内容的衔接，而教学内容的衔接又依赖于教材的衔接。目前会计专业

中职教材或高职教材都自成体系，目标不一致、内容不衔接。因此，会计专业中高职一体化教材的建设成

为加强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建设的关键。中职和高职教材应合理规划，充分衔接，应由中、高职

院校合作共同开发教材，教材内容与课程相对应，避免内容重复，体现中高职教育的连续性。 

5.3 以学分制管理为抓手推进课程体系建设 

建立以学分制为基础的学历职业教育，建立跨专业、跨学校的中高职一体化学分认证体系，将学历考

试与职业资格考试以学分进行等值转换，打通会计专业中高职课程体系衔接中的障碍，实现学历证书与职

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对于学生中职阶段选修合格的高职课程，或已取得相应的职

业资格证书，高职阶段计入相应学分，实现中高职教育衔接。 

6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会计专业为例，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减少中高职两个层

次在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内容等方面的重复，实现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中等职业教育要作为基础来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要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带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构建中高职一体化的课

程体系，既是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实现中高职衔接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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