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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团体项目教学法已在美国会计教学中广泛运用 !" 多年#实践证明#美国在会计课

程中采用团队项目教学法所培养出的学生#团队协作精神更强#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本文通

过对重庆科技学院团队教学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会计双语课程中开展团体项目教

学法#能有效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帮助团队成员间建立起信任和责任感#提高个人和人

际间的交往能力#获得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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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团队项目教学法源于上世纪 $" 年代美国"

由于传统的教育是以教师讲授为主!不注重培养

学生的沟通及人际间交往的能力!当学生意识到

这些技能在职场中的重要性时!往往会感到惊讶(

而+电视族, 一代的新生无法容忍+讲述性,的教

学方式!老生也渴望获取+知识倾倒,之外的学习

经历(加上来自雇主的反馈称他们需要的雇员不

仅应具备专业知识!还应拥有与人互动的技能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 因此!在会计教学中出现了

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团队项目教学法!越来越

多的大学教师在教学中将学生组成团队以解决现

实或类似的问题.!/

!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与他人

协作工作&与不同的人交往和解决冲突能力的机

会" 团队项目教学法的采用!让学生感到他们自

己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专业技能都得

到了提高.E/

(美国的公司依赖团队提高其产

能.X/

!因此公司也愈加强调大学毕业生应具备团

队技能和沟通技能.%/

" 事实也证明依靠团队能

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G/

"

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日益趋

同!中国的会计教育也在与国际会计教育相趋同!

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也在会计教学中采用团队项

目教学法" 在会计双语教学中采用团队项目教学

法的最初目的就是使课程更有吸引力!教师与学

生之间互动和将团队协作的技能融入会计人员所

需的职业胜任能力中" 因此!本文所谈的团队项

目教学法!是指教师将一群为了获取知识&技能并

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的学生组成成员!在项目进

行过程中!培养学生为了共同的目标!学会一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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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彼此信任和尊重的一种教学方法"

团队项目教学法的目标包括#促进专业知识

学习(团队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建立起信任和责

任感(提高个人和人际间的交往能力!包括具备不

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人一起有效工作的能力(获得

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提出!

.J/团队项目教学

法在会计双语课程中的具体实施及策略包括#首

先!教师寻找和设计适合课程的案例" 第二!教师

确定团队人数并根据学生信息表分组!要求学生

制定一个包括团队合约&责任及期限的项目计划"

第三!教师指导和监督团队项目的整个过程!引导

学生学会管理冲突" 第四!团队做口头陈述!并提

交书面报告" 第五!项目完成时!学生填写同伴评

价表!并提交个人总结和团队总结" 第六!评定成

绩!使用+评分标准,计算出团队总的得分!然后

计算团队成员给个人的平均分!第三步计算各成

员的最后得分!最后计算个人最终成绩" 第七!反

馈意见!评分工作结束后!教师最好同每个团队单

独见面!就他们个人及团队整体取得的成绩&存在

的问题&提高的技能等进行简单的评述!同时听取

学生对团队项目及教师的建议和意见"

二%研究设计

由于会计双语教学既要完成会计课程知识的

传授!又必须以英语作为主要语言媒介实施教学

来完成会计知识的传授!课程需要积极的互动与

交际!既要体现课程的专业协作精神!更需凸显语

言教学中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因此!该课程非常

适合采用团队项目教学法" 自 !""$ 年起!笔者已

连续在所担任的)会计学$英%*双语课程中采用

团队项目教学法" 为研究采用该团队项目教学法

后学生的参与方式&实际参与度&教学效果等内

容!笔者进行了本次研究"

研究的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本次问卷

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在采用团队项目教学法期间的

参与有效性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培养的情况等方面

的问题" 调查对象是笔者所在学院 !""G 和 !""J

级的会计专业本科学生" 以无记名的方式进行调

查" 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 利用问题

+有助于提高课程吸引力,的矛盾选项!共得到有

效问卷 #$$ 份" 收回问卷后!利用 @V'80进行了

分析统计"

三%调查结果

"一$多数学生参加过多次团队项目

$J^的被调查对象学生并非第一次参加团队

项目!只有 #E^的学生没有参加团队项目的

经验"

"二$团队成员数量

X!^的被调查对象学生认为团队成员宜为 %

eG 人!EE^的认为 J e$ 人比较合适!#!^的认

为 F e#" 人比较合适!#"^的认为 #" 人以上比较

合适!E^的认为 E eX 人比较合适" 在组建团队

方式上!$!^的被调查对象学生趋向于自由组合!

#$^的学生接受由老师指定的方式" 因此!多数

倾向自由组合!团队成员数量 % eG 人&J e$ 人比

较合适"

"三$团队陈述的最好方式

XE^的被调查对象学生认为陈述的最好方式

是每组都参与!X"^的学生认为应自愿参与!#J^

的学生认为应随机抽取"

"四$学生参与程度

在团队项目中!学生参与程度的均值为 E)

GF" !%^的学生参与程度为 %$积极参与%(参与

程度 X$较积极参与%的学生占 XX^的比例(参与

程度 E$适当参与%的学生占 #F^的比例(参与程

度 !$偶尔参与%的学生占 J^的比例!有 %^学生

+搭便车,!并不积极参与!参见图 ##

图 #C学生参与团队项目程度图

"五$团队项目教学法效果显现

调查表明!团队项目教学法对于提高课程吸

引力&树立团队协作意识&建立信任感&责任感&提

高人际交往能力&提高沟通能力&提高解决问题&

促进专业知识的学习几个方面均产生积极影响!

均值均超过 E)%" 其中!最为突出的影响体现为

树立团队协作意识&提高沟通能力&提高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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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促进专业知识学习!参见图 !"

图 !C团队项目教学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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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一$学生对团队项目教学法并不熟悉

虽然被调查的对象学生大部分都有参加团队

项目的经历!但很少有学生知道团队项目教学法

的目的&具体内容&分组的原则&教学过程中矛盾

的解决&意见反馈&成绩的评判标准等" 因此!学

生对团队项目教学法的理解直接影响课程的教学

效果!教师应该在实施团队项目教学法时尽可能

详细地向学生说明教学法的内涵与主要要求"

"二$学生趋向于自由组建团队#而非老师指

定成员#特别是每组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异性成员

这源于学生之间交流不够!仅局限于同寝室

的室友!不善于跟不熟悉的同学交流" 在完成团

队任务过程中!学生意识到具备与不同视野和性

格各异的人一起有效工作能力的重要性"

"三$团队项目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沟

通能力

学生对上讲台发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缺乏

在公众场合讲话的经验!害怕当众出错!而到讲台

上发言!能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学生写

书面报告和总结!则提高了他们的写作能力"

"四$学生对团队项目教学法的参与程度

较高

大部分学生还是希望通过参与团队!获取新

的知识和技能" 团队项目教学法让学生认识到集

体智慧的力量!明白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

理!意识到与他人合作的重要性" 当然也存在一

小部分参与程度不高和+搭便车,的学生"

"五$学生受益于团队项目教学法

团队项目教学法使课程更有吸引力!促进专

业知识学习" 很多学生以前没有关注财经新闻的

习惯!在完成团队项目的过程中!财经新闻每天必

看!并且开始关注和思考该摘新闻对会计领域的

影响"

团队项目教学法提升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如何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

题!是每个学生应培养的能力!而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止一个!通过团队成员的讨论!资源的整合!最

终找到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最佳方案!这一过程让

学生收获了很多"

五%改进措施

"一$应尽早将团队的技能讲授给学生

学生有机会接受团队项目训练!将有助于他

们本科阶段的学习" 大学一&二年级接受团队训

练有助于提高学生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及管理冲突

的能力!也将有助于他们在高年级的课程学习中

获得更大的收获.$/

"

"二$教师应掌控组建团队的方式和成员

人数

虽然自我组成的团队达成团队建设目标的效

果欠佳.F/

!应该由教师根据学生信息表分组并确

定团队人数" 但受所住宿舍的限制!以及同学间

亲疏关系的影响!学生更趋向于自由组合" 建议

教师在分组时!适当考虑学生所住宿舍的因素"

团队的人数应为 X eJ 人" 笔者的经验表明

团队越小!其效果越好!可减少出现非参与人员

$搭便车%的几率" 同时!应尽量平衡男女的比

例!因为男女需要在职场中共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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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团队陈述方式的灵活性

团队数量较少时!可要求学生在期末的课堂

中作口头陈述!占用的时间一般为 !'E 次课!作

完陈述即递交书面报告" 如果团队的数量超过

#" 个!而教师又要求学生作口头陈述!则应在课

外时间进行" 笔者建议小组数量超过 #" 个时!不

作口头陈述!只提交书面报告"

"四$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的方法

首先!教师应挑选学生感兴趣的题目(第二!

团队成员的人数控制在 X eJ 人!明确每个成员在

团队的项目中的任务!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对团

队所有贡献!这也是减少搭便车和对团队项目持

消极态度的学生的最好的方法" 第三!如果搭便

车现象仍然存在" 针对项目中搭便车&无兴趣参

加&参加活动无准备等消极的成员!可召开团队会

议!开展成员间的对话等!向教师报告是不得已的

选择(教师与这些学生单独谈话时!应了解其不作

为的真正原因!如果谈话不起作用!则应扣减其期

末成绩" 第四!教师在评定成绩的过程中!应避免

给学生相同的分数!这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并增

加搭便车的几率!第五!教师应指导和监督团队项

目的整个过程" 教师定期与学生见面能提升团队

的效率!教师还应与学生讨论项目的进展情况!解

决团队可能出现的缺乏信任&害怕冲突&缺乏责任

感&不注重结果等功能紊乱问题!不能采取+任其

发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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