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会计模拟实训概述 

第一节  会计模拟实训的目的 

模拟实训是为了加深学生对所学会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其过程是对会计工

作场景的真实再现。通过模拟实训，学生可以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业务操作流程，懂得处理

日常会计业务，学会编制会计报表，体会会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可以掌握基本操

作技能，夯实专业基础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实践动手的能力，为今后从

事会计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第二节  会计模拟实训的基本要求 

一、根据所给的实训材料，完成会计核算全套程序 

1. 填制原始凭证（涉及产品成本、销售成本、利润计算的表格），审核原始凭证，填制

记账凭证。所用的原始凭证从实训资料中裁剪出来并整理好。 
2. 根据记账凭证登记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及有关的明细账。 
3. 选择记账凭证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根据一定时期（上半月、下半月）内所有的记

账凭证，汇总编制记账凭证汇总表。 
4. 根据记账凭证汇总表登记总分类账。 
5. 月末，把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各种明细账余额与其对应的总账余额进行

核对，确认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6. 月末，将经过核对无误的总账、各种明细账和相关备查资料编制成资产负债表、利

润表和现金结算流量表。 
7. 把所有的会计资料整理装订成册，并对本次模拟实训进行总结。 

二、会计核算的具体要求 

1. 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时，要做到及时、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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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时，要做到文字、数字字迹清晰、工

整、规范，易于辨认。 
3. 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时，除按规定必须使用红墨水书写

外，所有文字、数字都应使用蓝色或黑色墨水书写，不准使用铅笔或圆珠笔（除复写的

凭证外）。 
4. 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出现错误时，要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更

正，不能涂改、刮擦挖补或使用涂改液等消除字迹。　 
5. 对所有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要及时整理立卷，编制目录，

装订成册，归档保管。 

第三节  会计核算的细节提示 

一、填制记账凭证的细节及技巧 

1. 记账凭证填制日期的确定。以经济业务发生的日期（付款日期或者发票等开具日期）

作为依据；月末的非付现业务，以月末的日期作为记账凭证填制日期。 
2. 记账凭证附件张数的确定。以原始凭证的自然张数为准，有多少张就算多少张；如

果以汇总原始凭证作为填制记账凭证，则以汇总原始凭证的张数为准。 
另外，对于所附的原始凭证，应该保持“原始”的状态，不要修剪，即小张的票据要

粘贴在原始凭证粘贴单上；有空白的大张凭证，只能折叠成所需要的大小，不能把空白处

裁掉。 
3. 记账凭证所附原始凭证的排序规定如下。 

（1）银行存款（或现金）等付款的单据。 
（2）付款的审批手续。 
（3）发票等外来或自制原始凭证。 
（4）采购实物的，验收单据；发出货物的，出库单据等。 
（5）与此笔业务相关的文件、申请报告等。 
4. 记账凭证中会计科目的排序规定。借方科目排在前面，贷方科目排在后面；如涉及

多借多贷的业务，必须先把所有的借方科目排完，再排贷方科目。 
5. 记账凭证编号的规定。凡是借贷平衡的凭证，称为一笔独立经济业务，必须编一个

号码；如果一笔经济业务用多张记账凭证填制，则应采用分号编号法。 
6. 红字使用要点。填制记账凭证（包括记账）时，力求避免使用红字，尤其是涉及货

币资金、存货等实物形态的资产，一般不能使用红字记录。 

二、判断做账正确与否的技巧 

判断标准：“重点现金业务，勿忘非现金业务，资产债务盘点核对，账证表实形成数据

链。”实务中，具体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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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库存现金收付业务一定要正确。判断标准是，会计人员的现金收付账务的发生额及

余额，一定要与出纳员的现金收付发生额及余额（盘点确认的余额）相符。 
2. 银行存款收付业务一定要正确。判断标准是，会计人员的银行存款收付业务的发生

额及余额，一定要与开户银行提供的银行对账单的发生额及余额相符；如果不相符，可编

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确认单位实际可动用的银行存款数，或者采用逐笔核对法等检查，

找出不相符的原因。 
3. 往来账（应收应付及预收预付款）核对相符。这主要是指与业务往来单位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核对，双方账务上数额要相符。 
4. 对实物形态的资产进行盘点确认。期末应对存货、固定资产等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

进行盘点，确认其账实相符。 
5. 对无形资产进行检查核对。核对无形资产的证书、专利文件，以及每年摊销的会计

记录，确认无形资产的存在及价值。 
6. 月末预提及摊销业务不能忘。月末，对于非现金业务，如已实现的收入、已到付款

期的负债、固定资产的折旧、无形资产的摊销等要及时确认入账，不能遗漏。 
7. 账证表实核对相符。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相符，记账凭证与明细账和总账相符，总

账与其所属的各明细账户的金额合计数相符，总账和明细账与相关盘点表数额相符，总账

和明细账与报表的相关数据相符。 

三、如何培养敏锐的会计感觉 

所谓敏锐的会计感觉，就是一接到原始凭证，就能“翻译”成会计语言，立即想到这

笔业务所涉及的会计科目，快速地处理该笔会计业务。 
从模拟实训开始，训练学生敏锐的会计感觉，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读懂原始凭证包含的信息，用会计语言描述出其经济业务的特征，做到“进得入，

出得来”，能够在图形（票据）和文字（描述）之间自如切换。 
2. 快速判断经济业务的性质。属于现金业务还是非现金业务？如果是非现金业务，账

上是否有反映？如果有，查预收和预付款项；如果没有，则要挂应收和应付款项等。懂得

层层推进，把握经济业务的本质。 
3. 果断下笔，不怕差错。无论手工操作还是计算机操作，在填制记账凭证阶段，不打

草稿，直接下笔，锻炼直观的“第一印象”。如果有差错，可以重新填制。 
4. 勤思考多动手，熟能生巧。这是学好会计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敏锐会计感觉的必

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