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财务机器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财务机器人

课程英文名 Financial Robot 双语授课 □是 否

课程代码 课程学分 2 总学时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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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面向专业 财务管理 开课学期 第6学期

课程负责人 胡加 审核人

先修课程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基础会计学

后续课程 无

选用教材 程平.财务机器人原理、应用与开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参考书目
1. 孙玥璠. RAP财务机器人开发与应用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2. 谭宏 陈少强.财务机器人应用与开发[M].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24.

课程资源 无

课程简介

《财务机器人》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并

掌握财务机器人的概念、原理、应用及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课程将深入讲解财务

机器人所依赖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关键技术，学生将理解这些技术如何

使财务机器人具备智能化处理财务数据的能力，以及如何通过机器学习等方法进行

财务数据的分析和预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财务

需求，成为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财务人才。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B7%BA%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3%C2%C9%D9%C7%B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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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表 1 课程目标

序号 具体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能够掌握财务机器人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功能，理解其在财务管理领域

的应用价值和作用；能够了解财务机器人所涉及的核心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等，以及这些技术在财务机器人中的应用和发展趋势；熟悉财务机器人

的应用场景和操作流程，包括发票管理、报销审核、税务申报、审计等具体财务流

程。

课程目标 2 能力目标：具备配置和操作财务机器人的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财务机器人的基本设

置和任务分配；能够运用财务机器人进行财务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提高财务

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针对具体财务问题，运

用财务机器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3 素养目标：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鼓励他们在财务机器人的应用和

发展中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和创新点；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和数字化思维，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财务管理需求；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

力，以便在团队中更好地发挥财务机器人的作用，提升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

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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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L】

指标点3.2：掌握会计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
课程目标1

指标点 3.3：掌握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

基本知识

毕业要求 4：专业能力【H】

4.1 具有企业投融资理财的基本操作技能，具有分析企

业财务状况的能力。 课程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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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8：终身学习【M】 8.2 具有自主学习意识和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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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与方法

（一）理论学习内容及要求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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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任务 课程目标 学习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

学

时

1
财务机器

人原理

1.财务机器人概论
1.线上学习：学习通中

本章课件、教学视频、

热点资料等线上教学资

源

2.主题讨论：结合当前

国内外现状分析财务转

型发展的趋势

课程目标1
重点：

1.财务机器人的功能

2.财务机器人的特点

难点：

1.财务机器人平台组

成与运行机制

1.讲授法：主要针对财务机

器人的功能和特点等进行讲

解，促进学生学习兴趣。

2.讨论法：深入探讨人工智

能技术在财务机器人中的应

用，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并分

析这些技术如何提升财务机

器人的智能化水平。

3.案例分析法：分析财务机

器人在税务申报、税务筹划

、税务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应

用案例，展示其如何提高税

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10

2.财务机器人应用构架与技术 课程目标2

3.RAP财务机器人软件平台 课程目标1

4.财务机器人需求规划 课程目标2

5.财务机器人设计与开发 课程目标1

6.财务机器人部署与运维 课程目标3

2
成为机器

人应用
1.财务机器人主要应用场景

1.拓展阅读：财务机器

人应用场景案例
课程目标2

重点：

1.费用报销

1.讲授法：介绍财务机器人

在审计流程自动化、数据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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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学习：学习通中

本章课件、教学视频、

案例分析、热点资料等

线上教学资源

3.个人作业：线上作业

及课后教材作业

2.采购到付款

3.销售到收款

难点：

1.预算管理

2.风险管控和合规管

理

析、风险识别等方面的应

用，以及其在提升审计质量

和效率方面的作用。

2.案例法：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财务机器人应用案例，进

行深入剖析，包括实施过程

、应用效果、遇到的问题及

解决方案等，为学生提供实

用的参考和启示。

2.财务机器人重要应用场景 课程目标2

3
财务机器

人开发

1.UIBOT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1.拓展阅读：UIBOT软件

的界面介绍和基本语法

2.线上学习：学习通中

本章课件、教学视频、

案例分析、热点资料等

线上教学资源

3.个人作业：线上作业

及课后教材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1.智能费用报销机器

人的设计与开发

2.银行对账机器人的

设计与开发

3.盈利能力分析机器

人的设计与开发

难点：

1.智能费用报销机器

人的运用

2.盈利能力分析机器

人的运用

1.讲授法：介绍财务机器人

开发的基本思路、原理和方

法，包括需求分析、系统设

计、算法实现等方面的内容

2.案例法：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财务机器人开发案例，进

行深入剖析，为读者提供实

用的参考和启示。

3.讨论法：深入探讨人工智

能技术在财务机器人开发中

的应用，包括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

术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12

2.智能费用报销机器人 课程目标 3

3.银行对账机器人 课程目标 3

4.盈利能力分析机器人 课程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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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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机器人概论 模块1

40%

课堂表现

课程作业

线上学习

开卷考试

2.RAP财务机器人软件平台 模块1

3.财务机器人设计与开发 模块1

4.UIBOT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模块3

课程

目标2

1.财务机器人应用构架与技术 模块1

50%

课堂表现

课程作业

线上学习

开卷考试

2.财务机器人需求规划 模块1

3.财务机器人主要应用场景 模块2

4.财务机器人重要应用场景 模块2

课程

目标3

1.财务机器人部署与运维 模块1

10%

课堂表现

课程作业

线上学习

2.智能费用报销机器人 模块3

3.银行对账机器人 模块3

4.盈利能力分析机器人 模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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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成绩
60%

平时成绩

40%

开卷考试
60%

课堂

表现
16%

作业完成情

况12%

线上

学习
12%

课程

目标1 50% 10% 20% 50% 40%

课程

目标2 50% 50% 62% 38% 50%

课程

目标3 0% 40% 18% 12% 10%

（二）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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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40%）：通过学生课堂出勤及在课堂上阐明知识的情况及相关能

力水平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听课状态、课堂发言、讨论、提问、回答问题、练习，以

及在言行中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社会责任、世界观与人生价值观等。

（2）课程作业（30%）：小组作业、线下章节作业的完成情况，主要考核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线上学习（30%）：学习通平台的任务点完成情况（包括课件、视频、测

验、作业、考试）、章节学习频次和讨论表现等，主要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自

主学习能力、学习态度与终身学习意识。

2.期末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以开卷方式进行。试题类型一般包括单选、多选、判断、简答、计算、

分析等题型。期末考试主要考察学生对财务机器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具体计算的

理解掌握与综合运用情况。要求学生具备配置和操作财务机器人的能力，能够独立完

成财务机器人的基本设置和任务分配，能够运用财务机器人进行财务数据的收集、整

理和分析，能够针对具体财务问题，运用财务机器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3.总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总成绩由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构成。期末总成绩 （100%）=

平时成绩×（40%）+ 期末成绩 ×（6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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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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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完成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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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学习

（1）按时学完全

部课件与视频任

务点（40%）

（2）按时完成全

部课前课后练习

与测验，正确率

90~100%

（40%）

（3）参与全部平

台讨论，观点完

全正确，有自己

独到见（20%）

（1）按时学完全

部课件与视频任务

点的80~89%

（40%）

（2）按时完成全

部课前课后练习与

测验，正确率

80~89%（40%）

（3）参与全部平

台讨论，观点正

确，鲜有独到见解

（20%）

（1）按时学完全

部课件与视频任务

点70~79%

（40%）

（2）按时完成全

部课前课后练习与

测验，正确率

70~79%（40%）

（3）参与全部平

台讨论，观点基本

正确，无个人见解

（20%）

（1）按时学完

全部课件与视频

任务点的60-69%

（40%）

（2）按时完成

全部课前课后练

习与测验，正确

率60~69%

（40%）

（3）未全部参

与平台讨论，但

观点完全正确，

有独到见解

（20%）

（1）按时学完

全部课件与视频

任务点不足60%

（40%）

（2）按时完成

全部课前课后练

习与测验，正确

率在60%以下

（40%）

（3）未全部参

与平台讨论，或

观点不正确，或

存在明显复制现

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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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经学院财务管理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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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