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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原理》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14001 总学时 64 学时 学分 4学分

课程名称 会计学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适用专业 会计、金融、国际贸易

开课部门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

先修课程 经济学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会计学原理》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我校经济管理学院的平

台课，属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作为学院平台课，《会计学原理》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了解财务知识的入门

课程。该课程旨在帮助初学者了解会计的基本理论、掌握会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

能。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对于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为后续课程奠定坚实的

基础，对于金融、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能达到初步了解“会计”的目的。

知识目标：掌握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账户与复式记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的核算、编制会计报表等知识内容。

技能目标：具备会计分录的编制、原始凭证的填制与审核、账簿的填制、各种

经济业务的本质及核算方法、各种报表的意义和格式、利用财务报表进行财务分析

的基本技能。

方法目标：分析经济业务的变动对会计要素的影响、权责发生制下收入与费用

的确认标准、借贷记账法的应用、原始凭证的审核方法、财产清查的方法、存货发

出的计价方法、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产品成本的核算方法、财务指标的分析方法

等方法工具。

能力目标：形成经济业务本质的分析能力、财务报表的分析能力、财务数据的

应用能力、资产的风险识别、防控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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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国情怀。通过阐释我国会计的发展历史和走在世界前列的“四柱清查”

“龙门账”等方法，以及现代会计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总结我国会计

在世界“领先——衰退——复兴——跨越发展”的历史过程、时代背景及经验教训，

激励学生坚定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

（2）遵纪守法。企业必须守法经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国要建设完善的

市场经济必须依靠健全的法治。在日趋完善的法治环境下，每个企业遵纪守法，人

人遵纪守法，整个社会才能更加公平正义，企业才能在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下正

常生产经营；

（3）诚实守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提出“诚信”的要求，诚信既是中

国传统的价值观，也是会计需要遵守的最重要职业道德。遵守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树立诚信正直的工作作风；

（4）环保节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生产的过程也

是耗费的过程，会计上要核算各种耗费并将其成本化，与收入相匹配以核算利润。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产生“温室效应”的深层次成因，更好地理解实现“双碳”目标、

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5）科技强国。企业经营中需要拥有或控制众多资产。高科技研发取得的专利

或非专利技术属于无形资产。如今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权数量是衡量一个企业未来发

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它代表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科技竞争力。科技创新也

是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推动力量。通过对自主研发无形资产的核算强调科技创新的

重要性，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教学内容一 总 论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会计的基本概念

会计的产生及其动因；会计环境的变化与会计的发展；会计的涵义及其特

点；会计的职能。

第二节 会计目标

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

第三节 会计基本规范

会计规范体系；会计基本规范。

第四节 会计的分类与基本核算方法

会计的分类；会计核算的专门方法；会计核算各种专门方法之间的联系；

会计学科体系。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会计的职能；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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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方法。

理解：会计的涵义及其特点；会计目标；会计基本规范；会计核算各种专

门方法之间的联系。

了解：会计的产生及其动因；会计环境的变化与会计的发展；会计学科体

系。

2.教学内容二 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会计核算基本前提

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

第二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

时性。

第三节 会计要素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

第四节 会计等式

会计基本恒等式；会计等式的含义及其作用。

第五节 会计核算基础

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基础的应用。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

理解：会计核算基本前提。

了解：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3.教学内容三 账户与复式记账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的概念；会计科目按经济内容的分类和按提供核算指标详细程度

的分类；会计科目的编号。

第二节 账户

账户的概念；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区别和联系；账户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 借贷记账法

记账方法的演进；复式记账的概念和优点；借贷记账法的特点及其内容；

账户对应关系和对应账户的意义；会计分录的种类及其编制方法；借贷记账法

试算平衡的方法。

第四节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平行登记的概念和要点；平行登记结果核对的方法。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账户的基本结构；会计科目的分类；复式记账的概念、特点和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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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借贷记账法的内容；会计分录的编制方法；平行登记的要点。

理解：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区别和联系；账户对应关系和对应账户的意义；

会计分录的意义。

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的概念；会计科目的编号；记账方法的演进。

4.教学内容四 会计凭证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

会计凭证的概念；会计凭证的分类

第二节 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的概念和意义；原始凭证的基本要素；原始凭证的分类；填制原

始凭证的基本要求和方法；原始凭证审核的内容。

第三节 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的概念和意义；记账凭证的基本要素；记账凭证的种类与一般格

式；填制记账凭证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记账凭证审核的内容。

第四节 会计凭证的传递与保管

会计凭证传递的组织；会计凭证的保管和销毁。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会计凭证的分类；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填制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理解：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审核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会计凭证的保管。

了解：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基本要素及其一般格式。

5.教学内容五 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的核算（上）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企业设立与资金筹集业务的核算

实收资本业务的核算；短期借款业务的核算；长期借款业务的核算。

第二节 货币资金业务的核算

库存现金的管理；库存现金的核算；库存现金清查的核算；银行存款账户

的管理；银行转账结算方式；银行存款的清查方法；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企业接受现金投资业务的核算；企业接受非现金投资业务的核算；

短期借款取得与偿还的核算； 短期借款利息的核算；库存现金清查的核算；银

行存款的清查方法

理解：长期借款业务的核算；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银行转账结算方式。

了解：银行存款账户的管理。

6.教学内容六 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的核算（中）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生产经营准备业务的核算

固定资产增加业务的核算；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及核算；固定资产减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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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核算；材料采购入账价值的确定；材料采购业务的账务处理方法。

第二节 产品生产业务的核算

成本项目与产品生产成本的构成；产品生产成本的核算的一般程序；发出

材料成本的计算及核算；存货盘存制度；原材料的清查方法；应付职工薪酬的

核算；制造费用归集与分配的核算；

第三节 生产经营过程其他业务的核算

周转材料的核算；无形资产业务的核算：无形资产取得业务核算、无形资

产摊销业务核算。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固定资产增加业务中外购不需安装、需要安装的核算；固定资产折

旧的四种计算方法；固定资产折旧的账务处理；材料采购成本的构成；材料采

购业务的账务处理 ；成本项目与产品生产成本的构成；发出材料成本的计算及

核算；原材料的清查方法；制造费用归集与分配的核算。

理解：固定资产减少业务的核算；应付职工薪酬的核算；存货盘存制度。

了解：周转材料的核算；无形资产业务的核算：无形资产取得业务核算、

无形资产摊销业务核算。

7.教学内容七 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的核算（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商品销售过程的核算

收入的分类；商品销售收入的核算；商品销售成本的核算；其他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成本的核算

第二节 费用的核算

销售费用的核算、财务费用的核算、管理费用的核算、税金及附加的核算

第三节 利润形成业务的核算

企业财务成果的构成；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核算；利润总额形成的

核算；所得税的核算；利润分配的顺序及核算；年末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的结

转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收入的分类；商品销售收入的核算；商品销售成本的核算；销售费

用的核算、财务费用的核算、管理费用的核算、税金及附加的核算；企业财务

成果的构成；利润总额形成的核算；所得税的核算。

理解：费用的分类；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的核算；营业外收入和

营业外支出的核算；

了解：利润分配的顺序及核算；年末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的结转

8.教学内容三八 会计账簿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会计账簿的意义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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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簿的概念和意义；账簿按用途的分类；账簿按外表形式的分类。

第二节 会计账簿的设置与登记

日记账的设置与登记方法；分类账的设置与格式；账簿启用及登写的规则；

更正错账的规则和方法。

第三节 结账和对账

结账的目的和方法；对账的目的和内容。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方法；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的设置；更正错

账的规则和方法；结账的目的和方法；对账的目的和内容。

理解：账簿的一般格式及其登写规则。

了解：账簿的意义。

9.教学内容九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及档案管理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会计循环与账项调整

会计循环的含义与主要环节；账项调整。

第二节 账务处理程序

账务处理程序的意义和种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科目汇总表账务处

理程序、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第三节 会计档案管理

会计档案及档案管理机构、会计档案管理的基本要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会计循环的含义；账项调整的种类与会计处理方法；科目汇总表和

汇总记账凭证的编制方法。

理解：账务处理程序的概念和意义；各种账务处理程序的特点、内容、优

缺点及其适用性。

了解：会计档案及档案管理机构、会计档案管理的基本要求

10.教学内容十 财务会计报告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财务报告概述

财务报告的概念及其意义；财务报告的组成；会计报表的分类；财务报告

的编制要求；编制财务报告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及其意义；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第三节 利润表

利润表的概念及其意义；利润表的结构；利润表的编制方法。

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的意义；现金流量的分类；现金流量表的结构。



7

第五节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意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结构。

第六节 财务报告的报送与分析

财务报告的报送规定；财务报告分析的意义；财务报告分析的基本方法；

主要财务评价指标及其计算。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财务报告的组成；财务报告的编制要求；资产负债表的概念、意义、

结构及其编制方法；利润表的概念、意义、结构及其编制方法。

理解：财务报告的分类和编制前的准备工作；主要财务评价指标的含义及

其计算。

了解：现金流量表的意义；现金流量的分类；现金流量表的结构；财务报

告分析的意义和基本方法。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学时

小计

课外学时

总论 4 0 0 4 0

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 6 0 0 6 0

账户与复式记账 4 0 0 4 0

会计凭证 2 6 0 8 0

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的核算（上） 6 0 0 6 0

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的核算（中） 10 0 0 10 0

企业基本经济业务的核算（下） 8 0 0 8 0

会计账簿 4 2 0 6 0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及档案管理 2 2 0 4 0

财务会计报告 6 2 0 8 0

合 计 52 12 0 64 0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教学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以最新的国内外时事、大事为引例，剖析其中的经济

原因、法规政策制定的背景、动因，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及对经济事项的的关注。

在讲解原理、方法时，通过对我国古代先进记账方法、管理制度的讲解让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案例讲解让学生认识会计学在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树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另外，通过

反面案例对学生进行教育、警示，强化违法违纪的不良后果。课下，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寻找身边的思政元素，将业务与思政相结合，更好地学习业务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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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灵活使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

论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在学习会计基本理论的同时，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以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发布各种学习资料，

学生可以进行预习、复习、知识扩展；教师通过线上平台，可以及时了解到学生的

疑惑与困难，从而重点讲解难点，提高教学效果。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教材：《基础会计》（第 2 版），刘永祥、刘桂春编，立信会计出版社，2020

年，ISBN 号：9787542964021。

2.参考资料

（1）《基础会计》（第 7版），陈国辉、迟旭升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ISBN 号：9787565441929。

（2）《初级会计实务》，财政部会计评价中心编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 年，

ISBN 号：9787521828559。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考勤、课堂表现 10%

平时作业、小测验 10%

实验 10%

期中考试 10%

期末考试 60%

考勤、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小测验将结合云班课中资源学习、课程讨论、测

试、头脑风暴、作业及小组任务等任务的参与情况确定。任务的设置与思政考核相

结合，同时强调作业、测验独立完成不能抄袭是职业道德及做人诚信的基本要求。

期末考核中融入对课程思政目标比如环保节约、科技强国等内容的设计。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大纲执笔人：刘桂春

大纲审核人：王丽新

开课系主任：王志亮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孙强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