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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会计电算化课程中，无错化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应用和操作软件的能力，但学生缺乏思考，解决问题的能

力欠缺。本文提出设错教学，通过设错、识错、纠错和防错等教学环节，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并解决问题，使学生的

学习能力得到提高，教学效果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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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rror Correction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Accounting Compu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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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Accounting Computerization, that the Error-free Teaching focuses on the students' ability in applying

and manipulating software, and as a result, students lack the ability to think and solve problem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Error

Correction Teaching, through error setting, error diagnosis, error correction and error prevention and other teaching links, to guide stu-

dents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 which enhanced th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its teaching effect improved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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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专业课程，评

价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标准决不仅仅是掌握准确无

误的操作过程，学生还应具备在操作过程中灵活处

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教学上在讲述并演示电算化的

操作流程中，老师们采取的都是无错化的教学方

式，这也是由课程性质决定的。但仅仅采用无错化

的方式教学，培养的学生可能只懂操作流程，遇到

问题却不能解决。教学上需要人为设置一些问题，

激发学生思考与探索，有利于学生将碎片化的知识

加以整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设错教学法。

一、设错教学的目的

电算化课程的特点是先进行初始设置，然后对

当期业务进行操作。因初始设置的内容较多，初始

设置与当期业务操作往往在不同的时间讲授，使联

系紧密的知识点被分解。教学上为了保证后续课程

的正常进行，必须采取无错化的方式教学，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前后的知识点联系起来，操

作上只会简单的效仿，出了问题不会解决。因此，

在无错化的教学基础上，还需要多设置一些问题，

为学生解决问题营造一种良好的课堂氛围。

（一）制造问题，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会计电算化教学上，老师的操作是一个步骤一

个步骤演示的，学生操作时会按步就班跟着老师的

步骤做。所以越是认真的学生每一步的操作越是小

心翼翼，在学习上越不容易遇到问题。例如，在建

立账套时，老师会明确要求学生对编码进行设置，

如会计科目为4222，学生就会按照老师的要求这么

设置，在新增会计科目时，学生就不会遇到问题。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要让学生在学习中多思考，

就需要老师给学生遇到问题的机会。老师在讲授新

增会计科目时，可以设置问题为“不能新增会计科

目”。从而引发学生思考：为什么不能新增会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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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哪个内容与新增会计科目有关，如何解决等等。

（二）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激发学习的

兴趣

设置问题的目的并非要难倒学生，而是通过问

题引发学生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有效整合相关

的知识，逐步探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设错教学

培养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重

要的是学生在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

成就感，对更深入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长此以

往，学生自然而然就养成了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甚至不需要老师设错，学生就开始琢磨各种各样的

问题。

二、设错教学的步骤

设错教学就是将重要的、难理解的、易出错的

教学内容在操作上设置问题，让学生通过分析查明

出错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防止今后

操作时出现类似错误。设错教学分为设置错误、识

别错误、纠正错误和防止错误四个环节。

（一）设置错误

设错教学应在教学内容按照正常的无错化教学

之后进行。任课教师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学生难以

掌握操作上又容易出现问题的内容，课前通过充分

准备将问题设置在账套中，课堂上根据教学进度适

时引入设错的账套让学生分析。适时设错是课堂提

问的一种方式，既能促使学生认真听课，又能将学

生被动听课的模式转变为主动思考模式，进一步巩

固所学的内容。

（二）识别错误

识别错误就是根据出错信息判断出现的问题，

以便根据问题查找原因。无错化教学中，学生每一

步的设置和操作都要求准确无误，出现问题的可能

性较小。所以需要设置问题，让学生识别。电算化

系统中的问题有些会有系统提示，认真阅读提示信

息就知道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没有系统提示，需

要学生仔细分析。

（三）纠正错误

纠正错误就是在识别错误的基础上，根据所学

知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查出导致错误的原因

并予以纠正。课堂上的无错化教学，老师会告诉学

生每一步的设置或操作对后面产生的影响，在因果

关系中更强调因的重要性。设错教学中的纠正错误

环节，要求学生针对错误结果找原因，强调逆向思

维。有时候一个错误的结果可能是多个因素造成

的，所以查错和纠错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四）防止错误

学习过程中不怕遇到问题，就怕有了问题不去

解决，解决之后还出现同样的问题。设错教学的目

的就是让学生明白差错产生的原因，并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多加注意并规范

操作，防止类似问题的出现，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三、设错教学的实施

设错教学要求学生对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学习

基础，熟悉理论知识并掌握操作技能。所以老师必

须把握好设错教学的开展时间，使教学效果达到最

佳。本文以固定资产系统为例，对固定资产系统常

见的问题开展设错教学。

企业 2017年 1月 1日启用固定资产系统，企业

的固定资产包括：

1. 2015年 12月 30日购入并投入使用的电脑 10
台，原值5万元，使用年限5年。

2. 2017 年 1 月 10 日购入的打印机一台 2000
元，预计使用年限4年。

3. 2017年1月25日报废电脑一台，不考虑残值

和清理费用。

设错一

① 设置错误。企业购入的打印机填写了原始卡

片，卡片保存后不能生成相关凭证。固定资产系统

中，当期增加的固定资产填写卡片并保存后，一定

会生成一张会计凭证，而设错教学中，卡片保存后

却不能生成相关的凭证。

② 识别错误。学生可以通过“卡片管理”查找

到打印机的卡片，但查不到该卡片的凭证，存在问

题：增加的资产有卡片没凭证。此时系统没有出错

提示，需要学生根据学过的知识做出判断，意识到

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首先是学生思考，然后是

老师归纳总结，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情况一，固

定资产初始设置中未勾选“业务发生后立即制

单”，需通过“批量制单”生成会计凭证；情况

二，本期增加的固定资产填写了“原始卡片”而不

是“资产增加”，在“批量制单”中找不到相关

18



第17卷 第2期

信息。

③ 纠正错误。录入“原始卡片”和“资产增

加”的固定资产都可在“卡片管理”中查到，但

“卡片管理”中查到的固定资产不能直接确定是录

入“原始卡片”形成，还是“资产增加”形成的，

所以学生应先查看“批量制单”，通过“批量制

单”的方式生成凭证。在“批量制单”找不到资产

增加的信息时，可以确定产生问题的原因，就是增

加的资产录入了原始卡片。先通过“卡片管理”找

到打印机卡片并删除，然后通过“资产增加”录入

打印机卡片的信息。

④ 防止错误。提醒学生注意“原始卡片”和

“资产增加”的区别，原始卡片录入的是固定资产

系统启用之前已经取得并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通

常已计提过折旧，卡片的信息属于固定资产系统的

初始数据，卡片录入后不会生成凭证；“资产增

加”方式录入的卡片属于当期发生的业务，卡片录

入后一定会生成凭证。

设错二

① 设置错误。企业2015年12月30日购入的10
台电脑只录入一张“原始卡片”，原值5万元，累计

折旧1.2万元。

② 识别错误。固定资产报废处理是通过“资产

减少”实现的，点击“资产减少”，选择报废电脑

的卡片号，系统生成的凭证显示固定资产金额为 5
万元。存在问题：系统不能只对一台电脑做报废处

理，必须同时报废 10台电脑。老师启发学生思考：

固定资产系统中的资产减少是针对一张卡片，资产

减少选择了哪张卡片，这张卡片上的固定资产都会

被减少。所以导致问题的原因是10台电脑只录入了

一张卡片。

③ 纠正错误。先将已减少处理的固定资产的凭

证删除（如计提折旧的凭证已生成也需删除），然

后在“卡片管理”中恢复已减少的卡片，并删除10
台电脑录入的那张原始卡片。再将电脑通过录入

“原始卡片”生成 10张卡片，即一台电脑对应一张

卡片。计提折旧后，在资产减少处理中就可找到报

废电脑的卡片。

④ 防止错误。系统中的固定资产，无论是原始

卡片录入还是资产增加形成的，只要数量较多就需

要对每一数量的固定资产单独录入一张卡片，以便

资产减少处理时可以找到需处理的固定资产。

四、设错教学的注意事项

为提高设错教学的课堂效果，实施过程中应注

意以下几点：

（一）课堂上老师需根据学生情况适时引导

设错教学方式下，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分析和

解决设错问题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老师则是课

堂的组织者，不是演讲者。课下，老师需精心准备

设错教学的内容，课上，既要给学生时间思考问题

又要及时了解学生对问题分析的情况。当学生找不

到解决的思路时，老师应适当提示引导，不能只将

问题抛给学生而不顾及学生的学习状态。当学生面

对问题无从下手时，老师的不过问会让学生失去信

心，从而放弃对问题的分析，这样设错教学就失去

了意义。所以，设错教学中，老师对学生的适时引

导是保证教学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

（二）根据操作步骤，由浅入深开展设错

设错教学中设错的问题不宜太复杂太综合，以

免难度太大影响教学的开展。设错时，可根据系统

的操作规则，有序安排设错内容。如上述固定资产

系统完整的设错教学（如表1所示），将固定资产系

统中的复杂问题分解成多个单一的问题，便于学生

分析和理解。

（三）设置的错误必须是可修改的

设错教学的目的是学生通过分析识别错误、纠

正错误和防止错误，所以在教学设置时，设置的问

题应该是可以修改的。电算化系统中，有些操作上

的失误是无法修改的，如固定资产系统固定资产卡

片上的原值和累计折旧、设置资产类别时输入的使

表1 固定资产设错

顺序

知识点

设错

目的

①
录入原始卡片

期初对账不平

检查总账系统和固定资产系
统“固定资产”和“累计折
旧”的初始数据是否正确。

②
资产增加

卡片录入错误

区别“原始卡片”
和“资产增加”。

③
资产减少

资产减少的数量无法控制

明确每一个单位的固定资
产都需录入一张卡片。

④
期末对账

期末对账不平

检查固定资产系统生成的
凭证是否在总账系统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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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不足

本研究是基于 2015 年国家开放大学教职工队

伍现状展开盘点分析，能基本反映出区域间的差异

情况，但毕竟所用数据是截面的静态数据，不支持

观察区域间发展走势情况，有些现状和问题未能在

本研究中反映得出，今后可进一步引入多年份的动

态数据，以更加全面的反映开放教育教职工队伍区

域差异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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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限和净残值率等数据在计提折旧后是无法修改

的，不适合设错教学，应注意规避。

五、结论

《会计电算化》注重操作，教学上不但要教会

学生操作，更要教会学生解决问题。老师既需要采

取无错化的教学指导学生操作，又需要设错教学让

学生发现操作中的问题，并通过自身的分析找到原

因并解决问题。设错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会计信息化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会

计电算化》教学必然要解决这一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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