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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导向，打造“四有”课堂

——《税费计算申报与筹划》线上教学实践案例

朱丹

《税费计算申报与筹划》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理实一体化课程，

是高职财会类专业的核心能力课程，内容涵盖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和税务师考试相关知识，依据企业办税工作岗位能力需求开发设

计课程，旨在培养既能准确办理涉税业务又能依法为企业节税的应用

型会计技能人才。本次线上教学以问题为导向，以课程建设为基础，

以教学设计为核心，以考核评价为手段，以信息技术为保障来组织开

展实施。

一、课程建设“有基础”

资源丰富的课程教学平台是开展线上教学的前提。课程自 2017

年 9月开始分别在浙江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MOOC，以下简

称“省平台”）和职教云平台（SPOC）建课至今已有 3 年，已被认定

为浙江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目前课程与浙江树人大学等本科院校，

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等高职

院校及上海大众工业中职学校进行共享共建，贯穿“中-高-本”，同

时引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纳税筹划》和《纳税检查与申报》

两门线上课程资源作为本课程线上学习的辅助资源，已校企协同共建

成为“资源互联互通、信息多元互动、线上线下并进”的立体化课程。

课程设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遵循布鲁姆认知规律和

职业技能养成规律，根据现代企业对会计人才“知税法、会申报、懂

筹划”的能力结构需求，对接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税务师等职业

资格标准，以税种为参照系，以企业办税人员典型涉税工作任务为载

体，基于“计算-申报-筹划”系统化工作过程，构建“学-做-工”循

环递进的课程体系结构（如图 1），体现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鲜明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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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课程架构与教学思路

二、教学设计“有新意”

突出学生主体的教学设计是实施线上教学的核心。教师要从知识

的传授者角色转变为教学资源的组织者和线上教学的引导者角色是

关键。作为我校第一批混合式教学改革试点课程，目前已开展 6轮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线上教学经验。本次疫情

期间，充分发挥线上教学不受时空约束、可重复学习和数据采集快捷

等优势，采用围绕“导学、督学、辅学”的线上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选择教学资源丰富的省平台、实时互动功能强的职教云平台和具有屏

幕分享功能的 QQ 平台，灵活运用直播授课、录播授课、研讨授课等

授课方式开展线上教学，形成“导-学-评”的线上教学闭环（如图 2）。

图 2.线上教学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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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实施“有妙招”

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是确保线上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针对线上

教学普遍存在的“学生主动性不强、教学互动性不足、学习监管不到

位”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

（一）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路径，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

通过解决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的怎么样”这一问题来增强

学生学习主动性。课前发布课程学习公告，并在当日课堂教学中编辑

“课前要求”（如图 3），添加“单元导学”、相关课程资源以及自

学完成后评价自己学习成果的线上学习自测，明确学习内容以及课前

应完成的学习任务。其中单元导学中要针对本次课学习内容进行分析、

明确具体的学习目标，明确重难点、明确对应的资源列表、明确自主

学效果评价方法，目的是给学生指明线上学习路径，学生可以根据单

元导学自主完成指定的学习任务（如图 4），通过自学测评检验自学

成果，并且整理出疑点和难点（如图 5），实现课前自学阶段的“导

-学-评”线上学习闭环，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目的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图 3.课堂教学课前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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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学生课前学习情况

图 5.学生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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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现代信息化教学手段，增强线上教学互动性

通过解决“互动内容、互动方式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来增强线上

教学互动性。一是根据学生课前学习及测评反馈情况，选择热点和重

难点内容进行互动，如：选择简单直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内

容，旨在调动最广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参与度，提升课堂

活力；选择学生易错的重点或错误率高的难点内容，旨在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与探索欲望，突破重点化解难点，提高教学效果。二是根据学

生课前学习及测评反馈情况来确定课中重点授课内容，根据内容特点

采用录播授课（知识点串讲、重难点梳理）、直播授课（案例分析、

操作演示）、研讨授课（答疑解析、汇报展示）等教学形式开展线上

教学，灵活运用签到、投票、抢答、讨论、头脑风暴等教学互动方式。

三是根据不同的授课方式采用不同的互动方式，增强互动效果，如：

知识点串讲或重难点梳理时，主要采用“录播+抢答”方式，线上授

课时播放提前录制好的知识点视频，中间穿插提问抢答等教学互动；

案例分析或实训操作时，主要采用“直播+讨论”方式，可以事前布

置也可以课堂知识点讲解完后布置，给出完成时间，学生将练习成果

拍照上传平台，教师根据学生完成情况采取直播方式统一进行分析和

评价，中间穿插讨论等教学互动；纳税筹划方案制作与分享时，采用

“汇报展示+投票”方式，课前布置相关教学任务并以小组为单位完

成某一种纳税筹划方案并完成 PPT 制作，经教师指导修改完善，上课

时利用 QQ屏幕分享由各组派代表演讲，老师即时点评，小组间投票

互评打分。形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有效增强线上教学互动

性，提高线上教学效果。

图 6.线上教学互动-学生汇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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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线上教学互动-课前互动安排设置

图 8.线上教学互动-实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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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量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完善教学监管机制

通过解决线上学习“学没学、学得好不好”的问题来完善线上学

习过程监督和教学质量管理机制。依托教学平台实时数据反馈，制定

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四结合”考核评价方案（如图

9）。一是过程性考核以每次学习任务为载体，从课件学习和课堂活

动两个维度，由平台提供实时数据进行考核；二是终结性考核以线上

测试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其中线上测试由平台提供数据，

课后作业由教师批阅录入平台。通过平台的数据统计反馈，学生可以

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以及学习效果，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督与管理，

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教学效果，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

进行个性化的辅导。

图 9.课程教学评价方案

图 10.课堂活动教学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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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线上教学阶段性总体评价结果

图 12.学评教结果

四、线上教学“有成效”

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发展是线上教学的根本目的。根据本课

程第一阶段线上学习问卷调查显示，91.43%的学生对课程线上教学表

示满意，77.14%的学生对自己的线上学习收获表示满意。线上教学让

学生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增强了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和自觉自律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重点解决

自己尚未掌握的知识，从而扭转了以往课堂上已经掌握了知识的学生

无事可做或者是尚未掌握知识的学生无所适从的被动局面。同时线上

教学互动氛围明显比线下课堂活跃，学生不再像以往上课一样碍于情

面不敢回答或提出疑问，每一次互动都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教师则

在线上教学中不断学习各类教学工具的使用，增强信息化教学能力，

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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