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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生之间的知识共享模式直接决定高校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的效果。基于隐性知识外化的知识创造
理论视角对两所高校会计专业师生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学校、教师、学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会计实践教学中

师生的互动行为施加影响。高校应该一方面加强自身努力，另一方面引导教师与学生作出各自的努力，以更好地

开展会计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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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务院及各省发布的相关文件显示，巩固原有实践教学成果、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将会成

为“十二五”期间高校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１］。会计实践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拥有会计从业技能，获

取技能的过程是师生间知识转化以及学生自身知识创造的过程，而获取技能的关键则是如何将教师

的隐性知识外化（显性化），进而转化为自有的知识。野中郁次郎等认为，根据获取方式，知识可分为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呈螺旋模式相互作用，实现知识创

造［２］。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文字、数字、图形或其他象征物清晰表达（如手册和流程）的知识，而隐性

知识是指高度个性化，难于正式化，不可编码，“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知识［３］。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

的转化被称为隐性知识的外化（显性化）。高校会计实践教师拥有的隐性知识的主要特点是：高度个

体化，不容易被模仿，难以清晰表述，根植于教学行为之中。教师拥有的隐性知识与教学经验、教授行

为和教学内容紧密相关，是实践教师长期累计和创新的成果［４］。教师将个体隐性知识面向学生外化

的效率与效果将是高校成功开展会计实践教学活动的关键。隐性知识外化方式主要有类比、隐喻、假

设以及深度交流等。高校会计专业实践中，隐性知识外化的主体是教师，客体是学生，主客体之间若

要有效实现隐性知识外化（即知识共享）的最终目的，必须科学选择外化方式，并创造合理的外化条

件。有鉴于此，笔者通过问卷，对高校会计实践教学师生互动问题以隐性知识外化为视角加以研究。

一、问卷调查情况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在会计实践教学过程的隐性知识外化环节，应将学校、教师、学生均看作理性“经济人”，在各自

的目标下，并在考虑自身成本效益的基础上，它们均不同程度的践行着实践教与学的意愿。然而，究

竟哪些因素影响学校、教师、学生的主观意愿与执行效果呢？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组织调查小组，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在南京审计学院与江苏大学两校开展了关于“会计实践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本次调
查包括教师问卷与学生问卷，其中，教师问卷 ５１ 份，全部收回；学生问卷 ３１０ 份，收回 ３０２ 份，其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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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问卷 ７ 份，有效回收 ２９５ 份。５１ 份有效教师问卷中，３９ 份源自南京审计学院会计专业教师，１２ 份
源自江苏大学会计专业教师；２９５ 份有效学生问卷中，２１２ 份源自南京审计学院学生，另外 ８３ 份问卷
来自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学生。从问卷设计与回收比例来看，本次的问卷调查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并可

以为“会计实践教学师生互动问题”的研究作理论支撑。因教师的职称、授课方向以及学生的教育层

次与专业方向都会对结论施加影响，因而笔者设计了样本特征状况表，见表 １。
表 １　 有效样本特征状况表

样本 特征状况 明细分类 来源 总人数（人） 比例（％）

教师

职称

讲师 α２，β８，γ８，δ６ ２４ ４７． ０５
副教授 α４，β８，γ４，δ６ ２２ ４３． １３
教授 α２，β２，γ１ ５ ９． ８２

课程方向

会计方向 β１０，γ７，δ９ ２６ ６８． １３
财管方向 β８，γ３，δ２ １３ １７． ９６
审计方向 α８，γ３，δ１ １２ １３． ９１

学生

所在学年

大学二年级 α３，γ１１ １４ ４． ７４
大学三年级 α２６，β３９，γ２５，δ１５ １０５ ３５． ５９
大学四年级 α１２，β２４，γ７２，δ６８ １７６ ５９． ６７

专业方向

会计方向 β６３，γ７０，δ６８ ２０１ ６８． １３
财管方向 γ３８，δ１５ ５３ １７． ９６
审计方向 α４１ ４１ １３．



９１

　 　 注：α、β与 γ数据来自南京审计学院（α表示国际审计学院，β 表示会计学院，γ 表示金审学院），δ数据来自江苏
大学财经学院；α、β、γ和 δ后面的数字表示人数。

（二）问卷调查的基本内容

教师问卷中的问题共有 １８ 个，其中 ９ 个单选，８ 个多选，１ 个开放性问题。单选题主要从“实践教
学的必要性”、“答卷者实践技能的储备情况”、“学校、教师、学生各自在实践教学中作用”等方面进行

设计；多选题主要从“如何提高教师教学意愿”、“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意愿”、“实践教学对学生基础

的要求”以及“学校如何规划实践教学、组织教学流程”等方面进行设计；开放性问题是要求教师补充

问卷之外的影响实践教学师生互动效果的因素。学生问卷中的问题共有 ２４ 个，其中，１４ 个单选，８ 个
多选，２ 个开放性问题。单选题主要从“答卷者实践技能的已有经历”、“学校、教师、学生各自在实践
教学中作用”、“学校是否需要对实践教学活动严格管理与科学评价”等方面进行设计；多选题主要从

“如何提高学生自身的学习意愿”、“提高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所应采取的措施”、“教师在实践

教学中需要具备的素质”以及“学校如何规划实践教学、组织教学流程”等方面进行设计；开放性问题

是实践教师与学校“分别需做哪些问卷之外的努力以提高实践成效”。

（三）问卷调查的结果统计

通过对有效问卷的整理我们发现，５１ 份教师问卷中的 ８ 个问题，答案的重复率较高，超过了
７０％，可见这 ８ 个问题受到了会计专业教师的共同关注，为此，笔者设计了教师视角下对会计实践教
学效果影响因素统计，见表 ２。调查数据显示，教师一致认为“学校、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及
“学校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规划”是提高实践教学成效的关键（占 １００％），其后依次是“完善的
运行流程”（占 ９８． ０３％）、“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占 ９２． ００％）。在整理学生问卷后我们发现，
２９５ 份学生问卷中的 ９ 个问题，答案的重复率较高，超过了 ７０％，９ 个问题均得到了学生的共同关注。
鉴于此，笔者也设计了学生视角下对会计实践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统计，见表 ３。调查数据显示，“自身
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及“学校拥有科学的实践教学规划”两者对于提升自身实践教学技能最为关

键（占 １００％），然后依次是“教师的主观授课意愿”（占 ９８． ６４％）、“教师的教学水平”（占９７．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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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身的兴趣”（占 ９１． ８６％）。
表 ２　 会计实践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统计（教师问卷）

代码 选项 有效样本 频数 比例 排序

ａ 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是否扎实 ５１ ４６ ９２． ００％ ３
ｂ 学生的自主实习能力是否优秀 ５１ ４３ ８４． ３１％ ５
ｃ 学生自身是否重视会计实践教学 ５１ ５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ｄ 学生是否具有会计职业实践的兴趣与喜好 ５１ ４５ ８８． ２３％ ４
ｅ 学校是否重视会计实践教学活动 ５１ ５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ｆ 学校是否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规划 ５１ ５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ｇ 学校是否具有完善的实践教学运行流程 ５１ ５０ ９８． ０３％ ２
ｈ 学校是否有完善的机制对教学成绩给予肯定 ５１ ３９ ７６． ４７％ ６
ｉ 其他因素 ５１ ２５ ４９． ０１％ ７

表 ３　 会计实践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统计（学生问卷）

代码 选项 有效样本 频数 比例 排序

Ａ 自身的专业基础知识是否扎实 ２９５ ２０５ ６９． ４９％ ８
Ｂ 自身是否重视会计实践教学 ２９５ ２９５ １００． ００％ １
Ｃ 自身是否具有会计职业实践的兴趣与喜好 ２９５ ２３２ ７８． ６４％ ６
Ｄ 授课教师是否具有强烈的实践教学的内在意愿 ２９５ ２９１ ９８． ６４％ ２
Ｅ 授课教师是否具有较高的实践教学水平 ２９５ ２８８ ９７． ６２％ ３
Ｆ 师生间是否拥有良好的教学互动情境 ２９５ ２６０ ８８． １３％ ５
Ｇ 学校是否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规划 ２９５ ２９５ １００． ００％ １
Ｈ 学校是否具有完善的实践教学运行流程 ２９５ ２６９ ９１． ８６％ ４
Ｉ 学校是否具有完善的标准对学习成绩给予评价 ２９５ ２１７ ７３． ５５％ ７
Ｊ 其他因素 ２９５ １３４ ４５． ４２％ ９

二、结果分析

（一）会计实践教学的知识转移机制影响因素分析

教师问卷与学生问卷均设计了开放性问题，教师问卷为“影响实践教学师生互动效果的因素还

包括哪些”，学生问卷为“在实践教学中，你希望教师应该做怎样的努力”与“学校还应从哪些方面提

高同学们的实践能力”。教师与学生分别就开放性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回答。通过表 ２ 与表 ３ 的汇
总以及对师生开放性问题答案的归纳，笔者基于隐性知识外化理论设计了关于“实践教学师生互动”

影响因素的表 ４。表 ２ 与表 ３ 所归纳出的表 ４ 从隐性知识外化的“客体”、“主体”和“环境”三个方
面，探索了高校会计实践教学的根本影响因素。其中，“客体”指学生，隐性知识外化的有效实施离不

开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强烈需求，见 Ｍ１；“主体”指教师，隐性知识外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教师自我需
求的实现，见 Ｍ２；“环境”包括内外两方面环境。内在环境见 Ｍ３，主要表现在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教师
的教学水平上；外在环境见 Ｍ４，主要表现在高校自身会计实践教学规划的科学性、执行的有效性、考
核的完备性以及师生之间实践氛围的良好建设方面。

（二）会计实践教学师生互动影响因素的主次排序分析

表 ４ 中的 Ｍ１ 因素，将 ｃ、ｄ、Ｂ、Ｃ 作为整体取均值为 ９１． ７５％，高于 Ｉ的比例 ７３． ５５％，这说明在加
强学生对实践教学的有效需求方面，学生自身的因素，如兴趣、学习能力以及对实践的重视程度，胜过

高校对实践活动的严格管理，这是因为学生自身是否重视实践教学会严重制约师生互动效果。Ｍ２ 因
素由面向教师的 Ｄ与面向学校的 ｈ组成，Ｄ与 ｈ表明满足实践教师自我实现的价值并进而提升教师
实践教学意愿的因素来自于教师自身与学校两个方面。从 Ｄ与 ｈ 的比例关系看，激发教师实践技能
传播的内在意愿相较于学校对教师教学成绩的外在肯定更加重要。Ｍ３ 因素由面向学生的 ａ、ｂ、Ａ 与
面向教师的 Ｅ构成，将 ａ、ｂ、Ａ作为整体取均值为 ８１． ９３％，低于 Ｅ 的比例 ９７． ６２％，这说明在隐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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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外化的内在环境建设中，教师的知识层次与教学水平远比学生的基础与学习能力重要。在 Ｍ４ 因
素中，将面向学校的 ｅ、ｆ、ｇ与 Ｇ、Ｈ作为整体取均值为 ９８． ００％，高于以学生与教师为整体形成的师生
互动氛围 Ｆ所占比例 ８８． １３％，这是因为，高校是会计实践教学的规划者，实践教学的内容确定、教师
配备、时间安排、运作方式等，都严重制约师生间隐性知识外化行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表 ４　 会计实践教学师生互动效果影响因素的结果分析

标志名称 标志说明 涉及对象 对应码 比例（表 ２—３） 均值 排序

Ｍ１ 隐性知识外化
的客体

学生对实践

教学的有效需求

学生

学校

ｃ １００． ００％
ｄ ８８． ２３％
Ｂ １００． ００％
Ｃ ７８． ６４％
Ｉ ７３． ５５％

９１． ７５％ １

７３． ５５％ ２
Ｍ２ 隐性知识外化

的主体

教师自我价

值实现的需求

教师 Ｄ ９８． ６４％ ９８． ６４％ １
学校 ｈ ７６． ４７％ ７６． ４７％ ２

Ｍ３ 隐性知识外化
的内在环境

师生良好互动

的内部积累

学生

教师

ａ ９２． ００％
ｂ ８４． ３１％
Ａ ６９． ４９％
Ｅ ９７． ６２％

８１． ９３％ ２

９７． ６２％ １

Ｍ４ 隐性知识外化
的外在环境

师生良好互动

的外部基础

学校

学生、教师

ｅ １００． ００％
ｆ １００． ００％
ｇ ９８． ０３％
Ｇ １００． ００％
Ｈ ９１． ８６％
Ｆ ８８． １３％

９８． ００％ １

８８． １３％ ２

三、结论与建议

以表 ４ 的分析为基础，高校在开展会计实践教学活动中，既需要加强自身努力，又需要引导教师
与学生作出各自的努力。

（一）重视 Ｍ１ 类因素，积极培养隐性知识外化“客体”的实践需求
学生是实践教学的参与者、受教者与受益者，高校应基于以下三点培养学生对会计实践教学的有效需

求：（１）引导学生重视实践教学。学生在学校更多侧重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实践教学的形式、流程、
作用等知之甚少，学校应该不失时机地将不同的实践教学模式清晰地告诉学生，引导学生从职业规划视角

深刻体会实践教学的意义。（２）逐步培养学生对专业实践的兴趣。兴趣是逐步养成的，学校需要有层次地
开展专业实践，如由“点钱数钞”到“财务报告编制”，由专项训练到综合实验。当然，最初的实践教学力求

做到简单化、个性化，以培养学生对实践的兴趣，而在以后的实践设计中，培养学生持续创新精神。（３）制定
完善的考核体系。完备的实践考核标准会给学生带来压力。学生符合“经济人”假设，如果考核注重形式，

那么懒散的同学很可能会有所懈怠；相反，若考核全面详尽，如实验的出勤次数、课堂表现、资料的全面完整

等项目均在总成绩中占一定权重，则学生将会以考核标准为导向，作出应有的努力。

（二）关注 Ｍ２ 类因素，合理满足隐性知识外化“主体”的自身需求
教师是施教者，不是受益者，教师需求的满足制约着实践教学的效果。高校需要考虑教师的实际需

求，合理满足教师不同层次的需要：（１）健全教师的激励机制。赫茨伯格曾提出 “双因素理论”，他认为，
保健因素是使教师产生不满足感的因素，缺乏它会产生极大的不满，激励因素是促使教师产生满足感的

因素，具备它能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因而，高校应该对保健因素（如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激励因素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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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及时被认同的工作成就）有所知晓。科学地运用双因素，可以满足教师不同层次的需求，促使施教者

发挥主观能动性。（２）培养教师优秀的凝聚力。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较高层
次的需求。高校是教师成长的环境，教师价值实现与受人尊重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高校文化的优

劣程度正向关联。因此，高校需要建立彼此认同、相互协作、共同成长的核心文化，激发教师对学校的归

属感，塑造优秀的组织价值观，鼓励教师同学校一起高水平地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三）切勿忽视 Ｍ３ 与 Ｍ４ 类因素，孕育和谐的隐性知识外化“环境”
和谐的实践教学环境是高质量完成实践教学的根本，它主要包括内部积累和外部基础两个方面。

依据 Ｍ３ 因素的构成，高校应从两个视角加强会计实践教学的内部积累：（１）强化学生的专业理
论与学习能力。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是会计实践教学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学生专业理论扎实，

实践教学的效率与深度将会大幅提高。此外，大学期间学校有必要敦促教师勤向学生提出专业问题，

指导学生课外学习的方法与思路。（２）加强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
效果，学校有必要采取教学条例，通过集体备课或教学评比等方式，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大幅提

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质量。

参照 Ｍ４ 因素，高校在外部基础方面应作三点努力：（１）加强自身对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视。实践教
学是高校巩固学生理论知识、深化学生对专业理论应用的重要途径。高校必须高度重视会计实践教学。

唯有如此，高校才会出台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执行方案。（２）建立健全会计专业的实践教学方案。优秀
的实践教学方案离不开教学计划的科学设定、实践资料的合理选用、教学方法的有效设计。设定教学计

划方面，高校需要合理确定实验目标、科学确定实验内容以及正确选择评价标准；选用实践资料方面，高

校需要构建全面的实验资料体系；设计教学方法方面，高校需要选用科学的运作方式，注重启发式教学

模式以及尽量多利用实验室。（３）建设良好的师生互动平台。互动可以加速教师的隐性知识在学生思
想中的外化。学校有必要建立隐性知识外化“吧”，它可以是“物质”的，如实验室、大学生活动中心，也

可以是“虚拟”的，如 ＭＳＮ、Ｅｍａｉｌ，它们可为师生提供一个便于互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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