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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求创新”为取向，以“知识、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改革大方向业已形成。
转变教育教学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已成为新一轮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知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
因此，从教学的基本形态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构成高校教学活动的“两翼”，缺一而不成，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实验是实践的基本表现形式，实验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坐而论道”成为我国高等财经类专业教学的主要形态，重
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显在，从而对高校财经类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产生抑制作用。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专业教学软件开发日益成熟的条件下，高校财经类实验室建
设得到快速发展，实验教学活动由简到繁，从单一到多元，并逐步形成了验证性、模拟性、综合性及
设计性等多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手段日趋多样，实验教学内容日益丰富，实验教学质量得
到大幅提升。
    实验教学是学生将理论知识有效运用到社会实践的桥梁，是巩固、贯通、创新所学知识的重要手段
。
实验教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对传统学习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对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以及高等财经类专
业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在真实的情景中建构知识意义，即为学习者建构意义创造必要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让学习者步入真实的环境中去感受和体验，从而学会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习者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
维能力。
实践证明，实验室成为创造这种学习环境和条件的最佳选择之一，尤其是在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得
到广泛应用的环境下，为高等财经类专业实验教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然而，由于我国财经类高校开展实验教学的时间相对较短，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客观上还存在一些困
惑和欠缺，这其中，因实验教材选用困难而导致“无书教学”现象长期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实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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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5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　　1．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的保险财产遭受
损失时，负责赔偿的最高限额，也是投保人缴纳保费的依据。
法人团体投保标的的保险金额，一般都以账面为基础来确定，但因财产种类不同，其计算方式也有所
不同。
在实务中分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账外财产及代保管财产三个项目来确定。
　　（1）固定资产保险金额的确定。
固定资产是法人单位尤其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也是企业财产保险中的主要内容。
企业财产保险中保险金额的确定，可采取三种不同方式进行，保险客户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
确定保险金额。
　　1）账面原值法。
即依据建筑物在建造时的实际支出，或按照固定资产购买时所支付的实际费用确定保险金额。
　　2）重置价值法。
即依据承保时的市场价值，按照重新购置该项固定资产或建造该项资产所需的实际货币支出作为保险
金额。
　　3）加成法。
即账面原值加成法。
它是在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基础上，依据市场价格情况，再加一定的成数，使其趋于重置价值。
　　对于不能按照上述方法确定保险金额的，可以采取公估或评估的办法，按照公估或评估价值确定
保险金额。
　　（2）流动资产保险金额的确定。
一般而言，法人团体的流动资产通常分为物化流动资产与货币形态流动资产，前者表现为原材料、在
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及库存商品等；后者表现为现金、银行存款等。
保险人通常只负责物化流动资产的保险，对非物化流动资产是不承担保险责任的。
因此，在承保时还需要区分流动资产的结构与形态。
对此，保险人通常提供两种保险金额确定方式让被保险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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