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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文科建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的背景下，审计学专业教育面临融合价值引领与专业素养的双重

使命。《审计学基础》作为审计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改革需回应新时代对复合型审计人才的需求，将思政元

素深度嵌入专业知识体系。当前，传统教学模式存在重技能轻德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难以适应新文科强

调的跨学科融合与价值塑造要求。本文立足民办高校教学实践，以混合式教学模式为载体，探索审计理论教学与

思政教育的协同路径，通过重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整合数字化资源，着力培养学生审计职业伦理、社会

责任意识及实践创新能力，为推进审计学科思政育人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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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udit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aces the dual mission of integrating value guidance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As the core course of audit maj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udit Fundamentals"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demand 
for composite audit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nd deeply emb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emphasizing skills over moral 
education,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value shaping requirements emphasized by the new liberal arts.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path between audit theory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as the carrier. By restructur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ntegrating digital resour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audit professional ethic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audit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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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融合与价值引领，对审 计学专业教育提出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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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人才要求。当前审计学基础课程教学普遍存在思

政元素融入不足、职业伦理教育缺位等问题，传统教学

模式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学生认知特点，导致知识传

授与价值塑造脱节。尤其在民办高校中，学生基础薄弱

与审计思维培养难度叠加，亟需探索教学改革路径[1]。

混合式教学通过整合数字化资源与线下互动，为思政

元素与审计理论有机融合提供载体，能够强化学生社

会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及实践创新能力，回应国家教育

战略对高素质审计人才的迫切需求。 
1 新文科背景与审计学专业“审计学基础”课程思

政实践的内在关联 
新文科建设以学科交叉融合与价值重构为核心导

向，强调专业教育与社会责任、职业伦理的深度耦合，

为审计学基础课程思政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重要工具，其专业教育需回应新

文科对人才价值引领的要求，将诚信原则、法治观念、

风险意识等思政元素嵌入审计理论框架与实务场景，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同频共振[2]。混合式教学模

式通过数字化资源整合与互动式教学设计，打破传统

课堂的时空局限，在审计程序、案例分析等环节中融入

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议题，推动学生从工具理性转向

价值理性，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的复合型审

计人才，契合新文科背景下学科育人的深层逻辑。 
2 新文科背景下审计学专业“审计学基础”课程思

政实践与改革基础 
新文科建设倡导学科交叉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

为审计学基础课程思政实践与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支

撑。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核心领域，其专业教育需回应

新文科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职业伦理、法治精神与

社会责任等思政要素融入审计理论与实务教学，以破

解传统教学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割裂的困境[3]。混合

式教学模式依托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多元化互动场景，

为思政元素嵌入审计证据获取、风险识别等实践环节

提供技术路径，同时适应民办高校学生认知特点，强化

审计思维与价值判断的协同培养，形成以专业能力为

根基、以思政素养为内核的育人框架，奠定课程改革的

实践基础。 
3 新文科背景下审计学专业“审计学基础”课程思

政实践与改革意义 
新文科建设以学科交叉融合与价值重构为驱动，

为审计学基础课程思政实践与改革赋予深层意义。课

程改革通过将职业伦理、法治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审

计理论与实务教学，破解传统教育中专业能力与价值

引领的割裂困境，契合新文科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诉

求。混合式教学整合数字化资源与互动场景，在审计程

序、案例分析中嵌入社会责任与风险意识教育，推动学

生从技术操作转向价值自觉，强化职业道德与专业能

力的协同发展[4]。这一实践不仅优化了民办高校审计人

才培养路径，更以思政育人赋能学科内涵，为响应国家

教育现代化战略、输送德才兼备的审计人才提供实践

范式，具有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的双重价值。 
4 新文科背景下审计学专业“审计学基础”课程思

政实践与改革难点 
4.1 理论融合不足，学科边界模糊 
新文科强调跨学科整合，但审计学基础课程在融

合管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时面临理论衔接不畅的

问题。现有课程设计仍以传统审计理论为核心，未能系

统构建多学科交叉的知识框架，导致学科边界模糊化

与知识体系碎片化。审计职业伦理、社会责任等思政要

素与专业理论的结合多停留于表层，缺乏对交叉领域

核心逻辑的深度解析[5]。教师对跨学科教学能力不足，

难以引导学生理解审计在法治、经济、伦理等维度的综

合价值，削弱了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效

性。 
4.2 案例教学欠佳，实务联系薄弱 
现有案例教学多聚焦基础理论验证，缺乏真实审

计场景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案例设计脱离行业动态，未

融入数字经济、风险防控等新文科关注的现实议题，导

致学生难以建立实务感知。传统案例讨论偏重结论复

现，忽视审计证据获取、职业判断等关键能力的培养，

思政元素与实务环节割裂。学生无法通过案例理解审

计职业道德在利益冲突、数据隐私等现实问题中的实

践意义，削弱了价值引领与专业能力的协同提升。 
4.3 课程资源匮乏，数字建设滞后 
混合式教学依赖数字化资源支撑，但当前课程资

源存在数量不足与质量参差的双重困境。线上平台多

提供基础课件，缺乏交互式学习工具、动态案例库及思

政专题模块，难以满足新文科对多元化教学场景的需

求[6]。民办高校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有限，部分师生对

智能教学工具应用能力不足，导致线上教学流于形式。

资源建设滞后还体现在缺乏跨学科整合的审计思政素

材库，制约了课程内容与价值目标的深度融合。 
4.4 思政目标隐晦，价值引领缺失 
课程思政实践中，审计职业伦理、社会责任等目标

常被简化为零散知识点，未形成贯穿教学全过程的逻

辑链条。教师对思政元素的挖掘深度不足，多采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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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式”融入，如机械插入政策法规条文，未结合审计程

序、风险识别等核心环节阐释价值内涵[7]。学生难以从

专业学习中感知审计工作的社会意义，导致价值观教

育浮于表面。部分教学案例回避职业道德冲突场景，弱

化了思政教育的实践导向，无法回应新文科对人才价

值理性的内在要求。 
5 新文科背景下审计学专业“审计学基础”课程思

政实践与改革策略 
5.1 挖掘学科价值，融通思政元素 
教师需立足审计学科核心价值，系统梳理审计理

论中蕴含的诚信、法治、社会责任等思政要素，构建专

业性与思想性统一的知识框架。通过重构课程大纲，将

职业伦理、风险意识等思政目标嵌入审计程序、审计证

据等核心章节，明确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逻辑关联。

结合审计准则与政策法规，设计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教

学目标，在理论讲授中阐释审计工作的社会意义，引导

学生理解专业行为背后的价值逻辑，实现思政教育与

专业能力的有机渗透。 
比如，在《审计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这节课程中，

教师需要围绕独立性原则设计专题研讨，将审计准则

与思政元素深度结合。通过剖析某上市公司因审计师

丧失独立性导致的财务舞弊事件，引导学生对比《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关于利益回避的条款，分析审

计师在客户施压、利益输送等情境下的职业选择逻辑。

课程需引入《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模拟审

计失误引发的股东诉讼场景，探讨职业道德缺失对资

本市场信任机制的破坏性影响。教师可要求学生分组

撰写“职业道德风险防范预案”，从法律后果与社会责

任双维度论证独立性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在技术

规范中感知审计工作的公共价值属性，理解职业道德

不仅是职业底线，更是维护经济秩序的社会契约。 
5.2 优化教学设计，创新混合模式 
教师应依托新文科跨学科特征，设计“线上-线下

-实践”三维联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模块侧重基

础理论与思政资源的自主学习，通过微课、专题讨论强

化价值认知；线下课堂聚焦案例研讨与思维训练，利用

角色模拟、辩论等互动形式深化职业伦理反思；实践环

节引入虚拟仿真项目，模拟审计实务中的道德困境与

决策场景[8]。三层次教学需紧密衔接，通过任务驱动与

动态反馈机制，确保思政目标贯穿全程，提升教学的系

统性与实效性。 
比如，在《审计程序与证据获取》这节课程中，教

师需要构建“理论-实训-反思”三阶混合教学链。线上

阶段通过学习通平台发布审计计划编制指南与数字化

证据采集微课，要求学生自主完成某制造业企业的初

步风险评估报告；线下课堂采用“审计现场还原法”，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存货监盘场景，学生需在动态

数据流中识别异常出入库记录，并通过小组辩论确定

抽样方法与职业怀疑的平衡点；课后依托虚拟仿真系

统，学生进入数字化审计环境，完成电子函证发送、区

块链数据验证等任务，系统自动记录证据链的逻辑完

整性。教师通过平台数据分析工具追踪学生的决策路

径，针对程序疏漏与伦理盲点进行个性化反馈，将证据

获取的技术规范与职业审慎的价值判断融为一体，强

化审计程序的合规性与思政目标的协同达成。 
5.3 强化案例分析，深化职业认知 
教师需精选融合思政维度的复合型审计案例，构

建覆盖职业道德冲突、数据伦理风险等真实场景的案

例库。在教学中采用“问题链”引导法，围绕案例设计

递进式探究任务，推动学生从技术分析转向价值判断。

通过分组协作与多角色辩论，促使学生直面审计实务

中的利益权衡与伦理抉择，在批判性讨论中内化职业

规范。案例解析需关联国家政策与社会责任，强化审计

监督的公共价值认知，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素养的协

同提升。 
比如，在《审计工作底稿编制》这节课程中，教师

需要设计“底稿完整性与社会责任”联动教学模块。选

取某新能源企业篡改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案例，要求学

生分析审计底稿中缺失的环境监测协议与第三方验证

文件。结合《环境保护法》与《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管理办法》，引导学生探讨未充分披露环境风险对审计

意见公允性的影响。通过还原审计团队与企业管理层

的沟通记录，组织学生模拟底稿编制争议场景，辩论审

计师勤勉尽责的边界与客户信息隐瞒的法律后果。课

程需嵌入“底稿伦理评估表”，要求学生从证据充分性、

披露完整性、法律依据三方面对案例底稿进行合规性

评分，理解底稿不仅是技术文档，更是记载职业判断与

社会责任的法律凭证，从而深化审计监督的公共价值

认知。 
5.4 搭建数字平台，赋能自主学习 
教师应整合数字化资源构建“审计+思政”双维学

习平台，开发模块化课程资源库，涵盖理论讲解、政策

解读、伦理实训等多元内容。利用智能算法推送个性化

学习路径，结合学习行为数据动态调整思政融入强度。

引入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审计现场，创设沉浸式职业情

境，增强价值体验的具象化。平台需嵌入协作学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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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师生共建思政主题案例、在线辩论与反思日志，形

成开放共享的思政资源生态，激发学生自主探究与价

值内驱力。 
比如，在《审计报告撰写》这节课程中，教师需要

开发“智能意见决策系统”，整合法规库与风险数据库。

学生登录平台后，输入目标企业的关联交易占比、政府

补助依赖度等关键指标，系统自动匹配《证券法》中关

于信息披露的条款，并推送近五年同行业非标审计报

告案例。平台内嵌“意见类型决策树”，要求学生根据

风险等级选择审计意见，并在匿名讨论区撰写法律依

据与职业道德考量。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

学生的决策逻辑，生成“法治意识-职业谨慎”双维度

雷达图，标注其法律条文引用准确度与风险敏感度偏

差值。教师依据可视化数据报告，动态调整“审计意见

的公共利益导向”“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等思政教学重

点，实现数字化工具对价值判断能力培养的精准支撑。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了新文科背景下民办高

校《审计学基础》课程思政实践与改革的实施路径，通

过混合式教学模式整合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重构教

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案例分析并搭建数字化平

台，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维评价体系。研究表明，

以职业伦理、法治精神与社会责任为核心的思政要素

嵌入审计程序、证据获取等实务环节，能够有效弥合传

统教学中价值引领与专业训练的割裂，强化学生对审

计监督公共价值的认知。课程改革实践为民办高校培

养兼具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的复合型审计人才提供了

可操作的范式，也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学科交叉与思

政育人的协同创新贡献了实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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