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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申报技术实训》课程标准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码 z03102003 课程类型 理论□    实践√    理论+实践□ 

总学时 32 实践学时  学分 2 

适应对象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类学生 

适用专业 高职高专院校会计电算化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先修课程 基础会计、税法与税务会计 

后续课程 会计综合实训、岗前综合培训、顶岗实习等 

编写教师 刘华光 编写时间 2016.02 

院（部）审批  审批时间  

 

二、 课程定位 

1、课程性质 

《纳税申报技术实训》是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专业核心职业技能的必修课程。经济活

动在运行过程中应受各项经济法规的制约，税法是经济法中非常重要且专业性针对性非常强

的部门法律，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企事业单位的各项经

济活动，都应严格按照税法要求进行。税法的正确贯彻实施，对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

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及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课程主要针对企业各项经济业务进行税额计算和纳税申报。其主要内容包括：增值税

开票管理、小规模纳税人网上报税、一般纳税人网上报税。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具备从事

本专业相关职业岗位所必需的税务登记、税金计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会计处理等相关

的税收知识和技能。 

2、设计思路 

本课程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在教师的指导下，对税法的基本原理、增值税、消

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车辆购置税和关税的基本概念、纳

税范围、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减免税有个初步了解；以主要税种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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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以项目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据，设定岗位

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课程建议课时数 32学时，2 个学分。 

 

三、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应了解我国现行税法体系，认识开征各税的现实意义，熟悉并掌

握税法各要素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掌握各税法的基本法律内容、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了解

税收行政管理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深对税法的理解，掌握目前税法

的基本要求和应纳税额的计算，基本具备按照税法要求进行税务管理活动的能力。 

以在校财务专业的学生为主要对象，使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掌握各项税收法律专

业知识，尤其要懂得各种税收实体法的具体要求，为从事有关业务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为取

得相关资格做好准备。 

 

四、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实训内容 实训课时 

准备工作、了解模拟企业的基本情况、熟悉税务基础工作规范。 4 

税务开票系统 4 

小规模纳税企业税务资料及纳税申报 8 

一般纳税人企业税务资料及纳税申报 8 

三大模块实训总结及测评 8 

        合             计 32 

 

五、实施要求 

1.教案编写 

教师应该严格按照规范与正式要求，于每次课前认真编写教案。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接受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教师应积累教学资料，丰

富和改善本课程的课程标准。 

2.教学要求 

（1）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尽可能运用现

代化、多样化手段实施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 



4 

 

（2）教学中应突出技能培养目标，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教

学，让学生边学边练，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 

（3）教学中，应注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学

方式，注重教与学的互动，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转换，让学生在完成教师设计的训练活动中，

既学会税法的各项知识，又练就各项基本技能。 

（4）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热情真诚、诚实守信、善于

沟通与合作的品格。 

3.考核方式与标准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按照 3:7的比例评定。    

平时成绩分为知识鉴定成绩和能力鉴定成绩两部分，各占 50%。 

知识鉴定成绩主要根据平时作业、课堂抽查和学习态度（平时作业上交的及时性与独立

性、考勤情况和课堂纪律等）等方面确定。 

能力鉴定成绩主要根据实践操作的完成情况和学习态度几个方面确定，主要考核评价学

生对税收法规的理解、对各税种计算、申报和会计核算技能的掌握及应用情况。实践操作以

个人训练为主，主要通过任务考核的方式进行考评，个人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各税种的税款计

算、纳税申报的综合案例，学生需要完成纳税业务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由系统根据操作过程

和结果，确定出学生的得分，由任课教师进行收集，得出该课程的能力鉴定成绩。 

考试成绩主要通过随堂考核方式。 

4.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注重税法指导书的开发与应用。学习指导书既是教师训练学生的指导性文件，也是

学生进行学习的参考书，所以在编制时必须注意可操作性，要求方案简练、脉络清晰。 

（2）常规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可开发并应用一些直观且形象生动的挂图、幻灯片、

录像片、视听光盘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堂知识和业务

流程。 

（3）充分运用网络课程资源 

可以利用现有的电子期刊、电子书籍、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

多样化、教学活动双向化、学习形式合作化。 

5.教材编写与选用 

教材建设是教学的基本条件之一。建议选用由王碧秀主编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税务会计》教材进行前期税务知识复习，采用网中网虚拟纳税平台进行实际操作训练。我

系还可根据产学结合的要求，在广泛开展对国内外教材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征求行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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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意见，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选择必需、实用的内容，自编适用的教材，并及时将新知识、

新技术充实到教材中，保证教材更具实用性，更利于教学。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

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和

岗位操作规程组织教材内容。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各个案例和实践项目的操作，加深学

生对知识与技能的认识。 

（4）教材内容应呈现多种方式方法。教材要体现先进性、通用性，体现地区产业特点。

活动设计要具体、可操作。 

 

六、教师要求 

1.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尽可能运用现代

化、多样化手段实施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 

2.教学中应突出技能培养目标，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教学，

让学生边学边练，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 

3.教学中，应注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

式，注重教与学的互动，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转换，让学生在完成教师设计的训练活动中，既

学会会计要素核算的各项知识，又练就各项基本技能。 

 

七、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标准适用于高职高专院校会计电算化专业、财务管理专业（三年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