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项目 1 

概述  

 
 
本书以小型制造业企业常见的典型经济业务为主线，选取 6 月份的业务进行处理，通

过增加操作员、建立账套、财务分工、基础信息设置、基础档案设置、总账子系统初始化

设置、工资管理子系统初始化设置、固定资产子系统初始化设置、购销存管理子系统初始

化设置、各子系统日常业务处理、账簿管理、各子系统月末处理、自定义转账及报表编制

等一系列的工作，使学生熟练掌握各项经济业务的处理流程，熟悉畅捷通 T3 营改增版财务

软件（以下简称 T3）的操作流程和各子系统的功能，明确各个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分工，

从而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任务 1  会计信息化应用综合实训的特色 

1.1.1  实训设计的综合性 

本综合实训以一个会计主体 1 个月的经济业务活动贯穿始终，业务内容前后衔接，不

同的经济业务分别在不同的子系统中进行处理，业务处理流程反映了 T3 各子系统之间的逻

辑关系。一般的实训指导书是按子系统分别进行练习的，而本书则按业务发生的时间顺序

在不同的子系统中分别进行处理，更贴近企业实际。 

1.1.2  备份账套的实用性 

本书按照业务流程，对每一阶段的实训结果都分别提供了一个备用账套供学生使用，

这样既可以对照查看自己的实训结果，也可以随时从中引入自己需要的账套数据，开始下

一阶段的实训，还可以分别强化某一任务的训练，达到熟能生巧、融会贯通的效果。 

1.1.3  实训结果的可检验性 

本书对主要的实训结果给出了报告，如科目汇总表、发生额及余额表、银行存款余额

调节表等，供学生参考、对照，使实训结果具有可检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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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指导方式的多样性 

本书考虑到在一定的教学条件下，学生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因此对每个实训的

各个方面都做了周密的考虑。书中的“实训指导”针对主要及特殊业务做了详尽的工作过

程指导；配套教学资源中的“备份账套”可以查看每一任务的操作结果，而“操作视频”

则有选择地将其他教材上没有涉及的业务处理过程进行动态展示，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

反复学习，直至掌握。 

1.1.5  适用对象的广泛性 

本书既可以作为职业院校财会专业高年级学生的综合实训教材，也可以作为 T3 培训、

考试和认证用书，还可以作为会计电算化老师的参考资料。 

任务 2  会计信息化应用综合实训的目的与要求 

1.2.1  实训目的 

通过训练，培养学生对会计业务的综合处理能力，使学生系统地练习 T3 的基本操作流

程和具体操作方法，强化学生对会计信息化基本理论的理解、基本方法的运用和基本技能

的训练，达到熟练运用财务软件进行业务处理的目的；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学习态度、永

不言弃的信念、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度的敬业精神；提高学生财务软件的实际操作能力；

使学生形成清晰的工作思路，为其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2  实训要求 

① 实训前，学生应明确会计手工账的业务处理流程，明确期末结转的先后顺序，能自

主或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一个月的业务处理。 

② 实训前，学生曾经分子系统练习过 T3，熟悉每个子系统的基本操作并了解各子系

统之间的关联。 

③ 学生能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所学的基础会计、企业财务会计、会计电算化、财经

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等已有知识，逐步掌握相应的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④ 实训过程中养成对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记录的习惯，并记录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

形成自己的实训记录。 

⑤ 全部实训结束后，要求学生写出实训总结，安排专门的时间汇报实训体会，提高总

结、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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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  会计信息化应用综合实训的组织形式 

1.3.1  组织形式 

会计信息化应用综合实训可以由一人独立完成，按任务逐一进行训练，分别完成各子

系统的业务处理；也可以分小组按岗位分工进行操作，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并在小组内

轮岗练习，使每个学生都熟悉各个岗位的分工和基本操作；还可以将以上两种形式结合起

来，使实训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1.3.2  人员安排 

在进行会计信息化应用综合实训时，大量的时间和工作要由学生根据综合实训的实际

情况来完成。实训指导老师是实训顺利进行的组织者、指导者，但老师的时间和精力是有

限的，而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操作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为了切实提高实训效

率，老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将专业知识水平较高和计算机操作能力较强的学生与水平

和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相互搭配，形成强弱组合的模式，以在实训中相互帮助，共同完成

实训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