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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审计学

课程英文名 Auditing 双语授课 □是 ☑否

课程代码 05112126 课程学分 4 总学时数 64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其他

课程形态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混合式

□社会实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闭卷 □开卷 □课程论文 □课程作品 □汇报展示 □报告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其他 （可多选）

开课学院 财经学院

开课

系 （ 教 研

室）

财务与会计系

面向专业 财务管理 开课学期 第6学期

课程负责人 唐爱群 审核人 胡加

先修课程 财务会计、税法、成本会计

后续课程 无

选用教材 朱英华 主编.新编审计学基础（第1版）[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21

参考书目
[1]盖地主编.审计学（第1版）[M]. 北京: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2] 阚京华 周友梅主编.审计学（第3版）[M]. 上海: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课程简介

《 审计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审计理论和方法，探索审计发展规律，对经济活

动进行有效监督的社会学科。审计是对经济组织特别是上市公司进行经济业务活动

过程所产生的记录经济业务的会计资料及其相关资料和管理过程、结果进行监督、

检查的活动。它为真实客观的评价经济组织的效率和效益提供可靠的保证，同时也

为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所必需的信息进行技术支持。

《审计学》作为财务管理专业核心课，充分挖掘了课程中“公正、法治、敬业、诚

信、”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

使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同频共振，使人文教育与思想教育和谐共融，发挥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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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育人作用，在春风化雨无声中让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学生

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会计人才。

二、课程目标

表2- 1 课程目标

序号 具体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1

（1）了解审计的分类、方法、程序、方法的基础知识；

（2）理解审计准则、内部控制制度及其评审方法的专业知识；

（3）理解审计报告撰写与阅读的业务知识等。

（4）掌握审计证据的收集、评价以及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制知识；

（5）掌握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收入、成本与费用等业务审计的基础知

识。

课程目标2

（1）能制定审计工作计划；

（2）能评审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

（3）能收集与鉴别审计证据；

（4）能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5）能对各业务循环提出审计意见；

（6）能撰写并分析审计报告。

课程目标3

（1）拥有诚信敬业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拥有严谨的审计职业素养；

（3）拥有较强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

（4）拥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5）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表2-2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3：

核心素养【H】

3-3：掌握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及基本知识。
课程目标2

毕业要求4：

学科知识(L)

4-2：具有为高层管理者提供经营决策、

投融资决策等所需信息的能力。
课程目标3

毕业要求7：

专业技能(M)
7-3：具有创业意识。 课程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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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8：

沟通合作 (L)

8-1：具有综合应用各种手段查询资料、

获取信息、拓展知识领域及继续学习的

能力。

课程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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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

（一）理论学习内容及要求

表3 课程目标、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模块 学习内容 课程目标 学习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 学时

1 总论

1.了解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课程目标1 重点：

1.了解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2.审计的定义、审计的特征职能

和对象、审计的目标与任务；

3.审计的分类与审计的方法。

案例教学、

混合教学、

项目式教学

。培养学生

手脑并用能

力。

4

2.掌握审计的基本概念 课程目标1

3.掌握审计的分类和方法
课程目标1

2
审计组织及审

计人员

1. 审计准则与审计标准 课程目标1

重点：

1、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

观；

2、掌握审计业务约定书写作规

范。

混合式教学

、启发式教

学、案例教

学、实践教

学。培养学

生手脑并用

能力并建立

自己的职业

规划。

4

2.审计组织形式及审计人员（以“你

了解的审计是什么”、“你听过的舞

弊案例有哪些”、“如果没有审计会

怎么样”等为切入点，提出研究课

题，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培养他们

关注审计这个职业，并建立自己的职

业规划）

课程目标1

3.审计程序、审计任务约定书。 课程目标 1

3
审计证据及审

计的重要性

1.审计证据以及工作底稿的概念和种

类。 课程目标2 重点：

1. 掌握审计证据的收集、整理与

分析的程序；

2. 工作底稿的复核和归档。

实践教学、

案例教学、

项目式教学

、混合式教

学、启发式

教学。培养

4
2.审计计划概述和总体审计策略；审

计的重要性。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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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手脑并

用能力及系

统思维。

4

计划审计工

作、审计重要

性和审计风险

1. 审计业务约定书的概念和内容 课程目标2
重点：

1. 掌握审计业务约定书的概念

和内容；

2.掌握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

计划；

3.掌握审计重要性和审计风险和

含义。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能力及开放思

维。

4
2. 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 课程目标2

3. 审计重要性和审计风险和含义 课程目标3

5

内部控制、风

险评估与风险

应对

1.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过程 课程目标2

重点：

针对风险的各种应对措施。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能力及开放思

维。

8
2. 针对风险的各种应对措施 课程目标2

6
销售与收款循

环审计

1. 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经济业务；采

购交易的控制测试；付款交易的

控制测试；固定资产的控制测试
课程目标3 重点：

1. 指出审计单位存在问题，并

提出处理意见；

2.确认坏账准备是否已在资产负

债表上恰当披露；

3.掌握其他相关账户审计程序。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能力及缜密思

维。

8
2.应付账款审计程序

课程目标3

3.固定资产审计；累计折旧审计
课程目标3

7
采购与付款循

环审计

1.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经济业务；采购

交易的控制测试；付款交易的控制测

试；固定资产的控制测试

课程目标3
重点：

1.掌握各个循环业务的评审方

法；

2.检查采用折算汇率是否正确；

3.检查相关业务处理是否正确，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8

2.应付账款审计程序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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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建议。 能力及缜密思

维。
3.固定资产审计；累计折旧审计 课程目标3

8
生产与费用循

环审计

1.生产循环的经济业务；成本会计制

度的控制测试；工薪制度的控制测

试；存货截止测试

课程目标3 重点：

1.熟练掌握存货键盘、存货计价

审计的内容和程序；

2.掌握相关知识并结合案例掌握

实质性程序的方法和技能；

3.掌握特殊情况的处理；

4.验明应付职工薪酬的披露是否

恰当。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能力及缜密思

维。

8

2.存货成本审计；存货计价审计；存

货相关账户审计 课程目标3

3.分析程序；应付职工薪酬审计
课程目标3

4.存货监盘程序；存货监盘计划
课程目标3

9
筹资与投资循

环审计

1.投资循环的控制测试；筹资循环的

控制测试 课程目标3

重点：

1.评价投资业务内部控制；

2.掌握相关审计程序；

3.检查所有者权益相关业务处理

情况并提出意见；

4.检查相关业务处理情况并提出

意见。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能力及缜密思

维。

8

2.借款审计；投资审计
课程目标3

3.所有者权益审计目标；所有者权益

实质性程序 课程目标3

4.无形资产审计；应付股利审计
课程目标3

10 货币资金审计 掌握货币资金的实质性程序 课程目标3
重点：

掌握货币资金的实质性程序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能力及缜密思

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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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审计报告 掌握如何出具不同类型的审计报告 课程目标4

重点：

掌握如何出具不同类型的审计报

告

沉浸式教学、

线下线上混合

教学、情景模

拟教学。培养

学生手脑并用

能力及系统思

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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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

表4 -1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所属

学习模块/项目

考

核

占

比

考核方式

课程

目标1

1.审计的基本概念

模块一 6.5%

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

阶段性测试

期末考试

2.审计的分类和方法

3.审计组织及审计人员

课程

目标 2

模块二

模块三

模块四

模块五

40%

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

阶段性测试

期末考试

1. 审计证据及审计的重要性

2. 计划审计工作、审计重要性和审计风险

3. 内部控制、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

课程

目标 3

1. 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模块六

模块七

模块八

模块九

模块十

模块十一 53.5%

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

阶段性测试

期末考试

2. 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

3. 生产与费用循环审计

4.筹资与投资循环审计

5. 货币资金审计

6.出具不同类型的审计报告

表4-2 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矩阵关系

课程

目标

考核方式

考核占比期末考试成

绩比例60%
课堂表现比

例10%
平时作业成绩

比例20%
阶段性测试比

例10%
课程

目标1 5% 10% 5% 5% 6.5%

课程

目标2 40% 40% 40% 40% 40%

课程

目标3 55% 50% 55% 55% 53.5%

（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25分）：通过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情况、发言与提问情况，来评价学

生相关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50分）：围绕课程的学习目标进行作业的设计。如让学生简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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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认识，考核学生对于概念的理解情况，帮助学生将定义转化为自己的理解。（包括专业

认同，理想信念，公正、法治、敬业、诚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团队合

作与终身学习意识等）

（3）阶段性测试（25分）。

2.期末成绩评定

期末标准试卷考核

课程考核主要考察学生对基本概念、具体方法的理解与运用等。方式为线下闭卷考试。

总成绩由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构成

总成绩（100%）=平时成绩（40%）+期末成绩（60%）

（三）评分标准

1.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评分标准：

表5 评分标准（非试卷考核项目）

考核

项目

评分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等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课堂

表现

（1）课堂主动

回答问题、回答

问题正确，且能

进行解（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正

确，问题有深

度、有创新

（50%）

（1）课堂主动回

答问题，回答正

确，但解释欠清

楚（50%）（2）

提问、讨论发言

观点正确，但问

题无深度或无创

新（50%）

（1）课堂回答问

题大部分正确，

且不能解释

（50%）

（2）提问、讨论

发言观点基本正

确，但问题无深

度、无创新

（50%）

（1）课堂测

验、回答问题

错误率在

30~50%之间，

且不能解释

（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有

部分错误

（50%）

（1）课堂测

验、回答问题

错误率超过

50%，且不能

解（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错

误，思路不清

晰，逻辑不严

密（50%）

平时

作业

（1）按时全部完

成（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正确

（40%）

（1）按时全部完

成（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大部分

正确（40%）

（1）按时全部完

成（40%）

（2）书写一般

（20%）

（3）答案基本正

确（40%）

（1）按时完成

大部分作业

（40%）

（2）书写一般

（20%）

（3）答案基本

正确（40%）

（1）不能按时

完成（40%）

（2）书写潦草

（20%）

（3）错误较多

（40%）

2.阶段性测试评分标准：阶段性测试依据考试评阅标准进行成绩评定。

3.期末考试评分标准：期末理论考试形式为闭卷，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课程考试。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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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长江师范学院期末考核工作规范出题、阅卷和评定成绩。

五、其它说明

本课程大纲依据2023版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财经学院财务与会计系讨论制定，财经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自2023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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