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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服务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实践型

财税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成果应用证明

山东财经大学《服务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实践型财税人

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教学成果，主动对接山东省经济发展重

大战略，依托地方政府委托重大课题与社会实践教学基地，通过

实施财税专业人才培养的“三进三结合”（进课题组、进实践基

地、进学术训练营；教学与科研结合、课程与课题结合、课题与

创新竞赛结合），打造“财税创新工作坊”人才培养平台，着力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构建了学术研究教育、

创新实践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三位一体”的应用型财税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升了财税专业人才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 。 该成果具有 3 个特点：一是实现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全覆盖；二是构建“发现问题一激发灵感二提升能力－实

现创新”创新实践教育全链条；三是校外行业精英参与“培养目

标制定一一教学过程实施一一教学质量评价”全过程。

该成果思路新颖、措施得力 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所构建的学术研究教育、创新实践教育、社会责任感

教育“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所应

遵循的共性规律，在我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中予以借鉴和运



用，有效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取得了理想效果，四年来受益学

生人数超过 400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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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努区域重大哉略需求的Cll新 実践型財税人オ培弄体系

探索与実践》成果庇用江明

山木財径大学財政税勢学院李森教授主持完成的教学成果《服各区域重大哉

略需求的C」 新実践型財税人オ培券体系探索 L7実 践》,主功対接山末省経済友展

重大哉略,依托地方政府委托重大深題均社会実践教学基地,通述実施財税寺、レ

人オ培界的 “三避三結合"(逃深題狙、逃実践基地、遊学木り|1練菅;教学均科

研結合、深程埼深題結合、保題句含」新党賽結合),打造 “只オ税創新工作坊"人

オ培春平台,着力培芥学生 “実践能力"利 “創新能力",杓建了学木研究教育、

創新実践教育、社会責任感教育 “三位一体"的度用型1オ税含J新人オ培弄模式 ,

有数提升了財税寺立人オ支祥区域経済社会友展的能力。咳成果具有三↑特点:

一是実1/「L了 学生実践能力和創新能力培芥全覆孟; ■是杓建了“友現同題一激友

民感一提升能カー実現創新"CJ新実践教育全篭条:三是校タト行並精英参崎“培

券目林制定一一教学述程実施一―教学反量澤倫"全道程。

核成果体系晋理、思路新穎、措施得力,具有較強的創新性、針刑‐性和可操

作性,所杓建的学木研究教育、念J新実践教育、社会責任感教育 “三位一体"的

人オ培券模式体現了高等教育人オ培券所庄遵循的共性規律,我 単位完善人オ培

券模式予以借釜和送用,対提高人オ培芥願量友拝了重要作用,四年来受益学生

人数累十卜超述 1600人 。

単位 (孟章 ) 努学院



《服务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实践型财税人才培养体系

探索与实践》成果应用证明

山东财经大学完成的教学成果《服务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实践型财税人

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主动对接山东省经济发展重大战略，依托地方政府委

托重大课题与社会实践教学基地，通过实施财税专业人才培养的“三进三结合”

（进课题组、进实践基地、进学术训练营；教学与科研结合、课程与课题结合、

课题与创新竞赛结合），打造“财税创新工作坊”人才培养平台，着力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构建了学术研究教育、创新实践教育、社会责任

感教育“三位一体”的应用型财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升了财税专业人才

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该成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实现学生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培养全覆盖；二是构建“发现问题—激发灵感—提升能力—实现创新”

创新实践教育全链条；三是校外行业精英参与“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过程实施

——教学质量评价”全过程。

该成果体系严谨、思路新颖、措施得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所构建的学术研究教育、创新实践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三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所应遵循的共性规律，我单位完善人才

培养模式予以借鉴和运用，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年来受益学

生人数累计超过 1500 人。

单位（盖章）

2021年 11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