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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分课堂的《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思政教学路径研究

张娇姝

武汉学院　湖北武汉　430212

摘　要：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浪潮，智能审计成为发展趋势，财务机器人、审计机器人已经成为财务及审计行业的重要工具。

高校的审计专业的教学也面临改革创新，传统的教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性财务审计人才的需求，《RPA 审计机器

人》课程的开发营运而生。在课程思政的教育背景下，本文基于对分课堂的，探讨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RPA 审计机器人》

课程之中。文章对职业道德、合规意识、风险防范、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结合具体的案例，指出教学策略和实施步骤，为

审计专业的《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提供新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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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数字中国的建设，数字化

场景已经成为审计面临的主要工作环境，《RPA 审计机器人》

课程将成为高校审计专业智能审计课程的必然。在思政教育

背景下，课程思政需要融合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审计

专业智能化转型的必修课程《RPA 审机器人》在围绕数据

分析、流程自动化及合格化检查的知识传授中，融入职业道

德、责任意识、风险防控等思政元素。采用对分课堂的方式，

解决了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单一，案例脱离实际等问题。本文

根据对分课堂的特点，探讨《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与课

程思政的融合路径，并从思政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

进行实践。

2. 对分课堂的流程介绍

对分课堂是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张学新提出的教学新

范式，对分课堂的教学方式是把课堂的一半时间留给学生，

老师讲授一半时间。老师精讲留白，进行核心和重难点知识

的讲解。学生按照任务独学消化老师讲授的内容，接着小组

进行讨论解决问题，小组代表发言，师生交流，总结提炼。

整个流程分为五个环节：精讲留白、学生内化、小组讨论、

代表发言、师生交流总结。对分课堂有利于提高学生乐学善

学、批判质疑、勤学反思、实践创新等核心素养。[1]

3. 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一种整体性、协同性、渗透性的课

程育人观，旨在通过对各类课程以立德树人为价值指向的挖

掘、提炼或重构，破除思想政治理论课单向度育人的“孤岛”

困境，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2]《RPA 审机器

人》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如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法律意识、

科学思维等到教学中，对提高学生品格修养、发展健全人格

具有重要意义。在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能够把社会的

道德观念、职业伦理深入人心，实现专业知识和思政政治的

高度融合。不但升化了专业课程，培养了学生的道德情操和

精神境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也是对实现数字化转型，中

国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RPA 审机器人》课程的特点

《RPA 审机器人》课程作智能审计改革的先行者，顺

应数字化改革营运而生，该课程的学习，要理解审计机器

人的基本原理，更要掌握审计机器人开发的具体应用场景，

懂得审计机器人业务流程，学审计机器人的分析、设计、开

发和运营方法，如审计机器人业务流程梳理与痛点分析、自

动化流程设计、数据标注与规范化设计、技术路线规化、部

署与运行、价值与风险分析等。[3] 课程除了课堂讲授，还有

项目教学、模拟训练等环节，让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通过审计机器人的开发模拟实验，让学生懂得审计机器人在

运行中的风险及如何规避风险，为学生从事审计机器人的咨

询、开发、运维工作打下基础。

5.《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思政的现状

《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作为跨学科的课程，目前没

有全面普及，很多课堂中课程思政也面临着无暇顾及思政教

育；思政元素与智能审计脱节，没有体现《RPA 审计机器人》

课程思政的新特点；另外传统的思政案例也不能体现审计实



教学教法研究 5卷 1期
ISSN:2810-9651

197    

践场景，效果欠佳；老师以讲授为主，课程思政融入的形式

被动、单一。

5.1 课程思政无暇顾及：

《RPA 审计机器人》师资匮乏，老师注重审计技术的

讲授。《审计机器人》作为智能审计的一门新课程，需要懂

审计又懂计算机跨学科的老师来讲授，但是这样复合性的教

师队伍不多，高校目前没有全面普及《RPA 审计机器人》

课程。很多财会审计专业的老师刚接受培训，系统学习了这

个课程，老师讲授的主要的关注点都在技术痛点及审计机器

人开发业务流程的环节，对课程思政教学没有足够的重视。

5.2 思政元素与智能审计脱节：

很多《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思政没有形成自己课程

的思政元素，或者还是延用审计学的思政元素，只是对学生

提出传统的审计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没有结合智能审计课

程的特点，比如审计机器人的数据驱动的特点，忽略了审计

数据的隐私保护性及合规性等新型的思政元素。

5.3 思政案例不能体现实践场景：

目前的审计机器人的案例缺乏时效性，思政案例陈旧传

统，不能体现现实智能审计的场景。对审计专业的学生，同

时要掌握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技能，进行软件操作、数据处理、

文件处理，具有软件开发的能力，有一定的挑战性，没有生

动的情景化案例和思政引导，学生很容易产生为难情绪。

5.4 单一的教学方法：

和很多课程思政一样，《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思政

是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度不高，这样的课堂缺乏互动

性，思政融入的实践效果不好。学生没有自己的思考和感同

深受，课上听完，课下忘。思政教学流于形式。思政需要外

部灌输，但是灌输不强制性的，要引导式灌输，用一半的留

白可以让学生利用过去的思想经验，去发现问题。课题思政

的融入要以创新性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

主动思考为着力点 [4]。

6.《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思政的解决方案

6.1 把任务留一半给学生：

老师在讲授《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专注于技术的

学习和传授。可以利用隔堂对方的方式，给学生布置任务，

把思政故事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去收集与知识点相

关案例，在讨论环节让学生分享自己找到的案例故事。老师

按照所讲授的内容，和相应的思政目标，给学生布置“亮考

帮”的作业，根据“亮闪闪”，的作业部分，学生选取生活

中的案例谈自己的感受；在“考考你”的时候，引导小组同

学的思想共鸣；对于学生有困惑的地方，可以用“帮帮我”

的方式，再引起进一步的思想讨论。

6.2 思政目标和知识点相整合：

结合课程的知识点，明确思政目标和思政元素，如讲

到“审计独立性“原则，通过分析案例，让学生讨论，在师

生交流环节，老师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讲授审计独立性与

职业怀疑精神时引入案例。如某上市公司虚构销售收入审计

失败事件案例，让学生讨论问题：审计机器人如何识别关联

方交易造假？在讲授数据加密与隐私保护时，老师强调所有

敏感数据在传输前都会被加密，防止数据被窃取或篡改。引

入思政案例，强调数据加密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数据安全

意识和职业道德。作为审计人员必须确保数据的安全性，遵

守数据保护法规，保护客户隐私。那么如何在审计机器人设

计中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学生们可以展开讨论，

各抒己见。

6.3 更新审计的思政案例 :

在选取思政案例时，要与时俱进，要选取热点的财务

造假，或数据安全等问题，可以利用 Deepseek 等 AI 收搜到

最近的审计案例，增加案例的现实性和时效性。不断更新案

例库，对智能审计，如区块链审计等新领域开发新的思政案

例。还可以通过跨学科协同，比如联合法学院开设审计案例，

如“审计合规与法律风险的关系”等案例。还可以校企联合，

建立新的案例库。在技术方面，审计机器人系统实施严格的

访问控制机制，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敏感数据。系

统记录所有访问行为，确保数据访问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

老师通过思政案例讲解，强调访问控制的重要性，培养学生

的合规意识。审计人员必须确保数据访问的合规性，避免未

经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那么如何在审计机器人系统中实

施有效的访问控制机制？学生可以在课后思考，通过“亮考

帮”的形式进行回答。

6.4 在对分课堂中融入审计课程思政：

老师在讲《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时，为加强学生的

印象，对审计伦理、数据安全、合规合法等核心问题，为学

生引入思政案例，如职业道德、数据安全、遵纪守法等。课

后作业，布置任务让学生完成“亮、考、帮”作业，让学生

反思智能技术应用的道德问题，如算法偏见对审计结论的影

响。第二次上课，即利用对分课堂的隔堂对分形式：四人为

一个小组，小组引导每个成员发言，说出自己的观点。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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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话环节，师生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老师复述总结归纳，

尊重学生的思想，适当引导，建立平等交流的氛围。通过讨

论和对话，加强学生沟通能力、合作意识，在案例讨论中培

养学生风险识别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7. 基于对分课堂的思政融合教学设计举例

7.1 思政教学目标设定

在讲授自动化抽样、异常测试等审计机器人的技术原

理和应用场景时，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如数据清洗、风险

建模、合规检查时，要确定具体的思政目标如诚信意识、职

业道德规范，要保证审计证据的真实、完整和正确性，要培

养遵纪守法的思想和社会责任感，要求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

熟悉并遵守《审计法》《数据安全法》，要关注审计对社会

经济的影响。

7.2 思政元素融入技术模块

模块一：审计流程自动化，老师精讲审计机器人如何实

现自动化抽样与底稿生成。可以融入审计上市公司“虚构交

易案例”，强调审计独立性的重要性。要求学生总结课程的

亮点内容：审计机器人的自动化可以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

在考和帮的环节，提出如何应对审计行业的挑战，如技术依

赖和传统审计人的职业转化。

模块二：数据分析与异常检测，老师重点讲授机器学习

算法在审计异常识别中的应用。思政融入点：分析算法误判

导致的审计风险（如误判合法交易为舞弊）。作业设计：设

计“考考你”问题，挑战同伴对算法透明性与可解释性的理解。

模块三 “审计数据分析”模块中融入思政教育。教师讲

解聚类算法在异常交易检测中的应用，穿插“某银行员工利用

算法漏洞掩盖资金挪用”案例。内化作业：学生需提交“如何

通过技术手段识别隐蔽舞弊”的解决方案。小组讨论：围绕“技

术能否完全替代人工判断”展开辩论。全班交流：教师总结技

术与伦理的辩证关系，强调“审计职业判断不可替代”。

7.3 实践教学强化思政目标：

学生在自主开发审计项目的时候，强调职业能力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以课程思政为载体，帮助学生将课本理

论转为实践操作能力。

1. 项目驱动法：分组开发审计机器人原型，要求嵌入合

规性检查模块，并在小组汇报中阐述其伦理考量。项目实施

与评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

确保项目顺利进行。项目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项目展示和

评估，重点评估项目中思政教育的融入情况。在项目展示环

节，要求学生展示项目中如何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同

时强调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重要性。

2. 角色扮演法：模拟审计舞弊场景，学生分别扮演审

计师、企业高管和数据安全专员，通过角色扮演，讨论思政

教育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 探讨多方利益博弈中的职业道德

困境。设计与实际审计工作相关的模拟情景，让学生在模拟

环境中体验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情景模拟可以包括数据安全

演练、审计流程合规性检查等。设计一个数据安全演练情景，

要求学生模拟数据泄露事件的应急响应流程，包括检测、报

告、处理和恢复等环节。讨论如何在审计工作中确保数据安

全和隐私保护，同时强调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重要性。让

学生意识到审计人员应持续关注数据安全技术的发展，不断

提升自身的数据安全意识和能力，确保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

守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保护企业和客户的数据安全。

8. 结语

对分课堂为《RPA 审计机器人》课程的思政融合提供

了结构化路径。通过精讲思政核心、内化反思、互动讨论和

实践强化，学生不仅掌握了技术能力，更树立了“技术为公、

审计为民”的职业价值观。总之，对分课堂与思政教育的深

度融合，不仅是教学方法的创新，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实践。通过系统化的教学设计与实践验证，本

文为审计机器人课程的思政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助力

培养“技术精湛、道德高尚”的新时代审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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