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存款清查教案 

一、教材分析 

1、本节课选自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职教材《基础会计》（第四版）第

七章财产清查第二节的部分内容（P158-P160）。 

2、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银行存款清查的未达账项和银行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3、本节课内容在教材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内容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

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做好本课的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财务会计实际工作的操

作能力。 

4、教学大纲对本节课的要求是掌握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 

5、通过对本节课内容的分析，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大纲要求确定本

节课重点是：未达账项和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编制。难点是：银行存款余额调节

表的编制方法。 

6、根据本节课的内容及特点，以及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1)知识培养目标：掌握银行存款清查方法找出未达账项；学会编制银行存

款余额调节表。 

(2)能力训练目标：通过本课学习，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进行银行存款

的清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3)德育渗透目标：通过本课学习，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严格执行银

行存款管理的各项规定，防范利用货币资金违规犯法的行为发生，保护企业货币

资金的安全完整。 

二、学情分析 

1、生源情况：学生层次参差不齐，有些学生学习基础差，且缺乏良好的学

习习惯，缺少社会实践锻炼和生活阅历，探索研究问题的能力不够。 

2、学习基础：学习本课程的学生正在学习会计专业知识《基础会计》，另

外，学生通过学习，基本掌握了货币资金的相关知识，所以学生对掌握本课的内

容有一定的知识基础。 

三、阐述教法 

在熟悉教材和学生的情况后，结合本节课实际情况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情境教

学方法、探究教学法、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学生热情，以利于学生的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充分

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进而突破教学难点，实现提高学生

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目标。 



四、指导学法 

引导学生思考，本节课的内容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运用。首先通过生动的事例，

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让学生思考产出这些问题的原因

和解决对策，从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如

何把理论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增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实际操作

能力。  

五、概说教学程序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教师提问引导思考：老师的朋友给老师汇了一笔款项，老师却没有收到此款

项，同学们思考这是什么原因呢？  

（二）阐述知识点，解释重难点  

1、银行存款的清查 

（1）清查方式。银行存款的清查是通过与银行核对账目记录的方法进行的。

它与实物、库存现金清查所使用的方法不同。 

（2）未达账项。未达账项是指由于企业与银行的记账时间不一致，而发生

的一方已取得凭证登记入账，另一方由于未取得凭证尚未登记入账的项目。 

未达账项具体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①企业已收款入账，银行尚未收款入账。 

②企业已付款入账，银行尚未付款入账。 

③银行已收款入账，企业尚未收款入账。 

④银行已付款入账，企业尚未付款入账。 

在银行对账时若存在未达账项，必须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根据调

节后的余额来检查账实是否相符。 

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银行已收企业未收-银行已付企业未付=银行对账

单余额+企业已收银行未收-企业已付银行未付 

某企业 2010 年 9 月 30 日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 51300 元，银行对账单余

额为 53000 元。经查对发现有以下未达账项。 

（1）29 日企业存入银行一张转账支票，金额 3900 元，银行尚未入账 

（2）29 日银行收取企业借款利息 400 元，企业尚未收到付款通知 

（3）30 日企业委托银行收款 4100 元，银行已入账，企业尚未入账收到收

款通知 

（4）30 日企业开出转账支票一张，金额 1900 元，持票单位尚未到银行办

理手续。 



根据以上未达账项，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银行对账单余额 53000 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 51300 

加：企业已收银行未收款 

减：企业已付银行未付款 

3900 

1900 
加：银行已收企业未收款 

减：银行已付企业未付款 

4100 

400 

调整后余额 55000 调整后余额 55000 

注意：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只起到对账作用，不能作为调节银行存款日记账

账面余额的凭证 

六、教学效果分析 

对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进行分析，通过作业和练习等反馈的信息对学

生达成教学目标状况的估计。然后进行教学反思，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与教

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