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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與實驗 
 

王興芳  陳美紀  許連中1 

 

本研究針對技術學院學生會計學教材設計與學習，以會計學教材

重編為研究主題，瞭解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對學生學習成效

的影響。159 位技術學院一年級學生參與本次準實驗研究，研究者以

二因子共變數分析研究資料，結果顯示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

的認知學習成效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材，證明「原則導向」教材，

應有助於提昇學生對會計觀念、原理和原則的應用與分析整合能力。

對低學習成就組學生而言，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的學習成效

亦顯著高於傳統「交易導向」教材，此一研究發現對會計教育工作而

言，係一大佳音，因為如何有效提昇低學習成就者之學習成效，一向

是十分具價值性之教學議題。最後針對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會計

教學、教材及未來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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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ign principle-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accounting and evaluate the learning effec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159 
freshmen from two colleges of  technology. Findings indicate the princi-
ple-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accounting gained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
formance than the transaction-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accounting, which 
means the principle-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useful in developing student 
accounting concepts, as well as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skills. For low achieve-
ment students, we also found the principle-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gained sig-
nificantly higher performance than the transaction-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finding was valuable for accounting teachers because improving the per-
formance of  low achievement students wa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them.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provided further discussion and sug-
gestions for future account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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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及動機 

會計學係技職體系商學領域學生必修之重要科目之一。商職學生不

僅在高職階段，必須參加會計丙級或乙級檢定考試，同時會計學也是四

技二專商業類入學考試時的必考科目，由於一般會計學教科書內容均採

「交易導向」（transaction-based）的編排方式，但傳統「交易導向」的會

計教材，往往造成學習者從狹隘的記帳觀點，認為會計學的學習以規則

為主，被批評為是一種機械式記憶的學習（Keating & Jablonsky, 1990; 

Saudagaran, 1996）。這些學生完成高職教育進入技術學院後，技術學院教

師仍採用市面上容易取得之「交易導向」教科書為上課教材，導致學生

在進入技術學院商學院系學習會計學時，產生「高職念過的，科大又重

上」的抱怨聲浪（賴宛瑜，2005）。 

在臺灣邁向亞太營運中心的同時，建立一個健全的國際證券市場是

刻不容緩之事；而證券市場的健全與否和會計資訊的品質息息相關，增

進會計資訊品質的最佳方法，則有賴於會計教育界的努力。因此針對國

內技術學院商科學生之會計學學習背景，身為技術學院會計教育工作人

員，實有必要在學生進入技術學院的學習過程中，重新規劃會計學教材

的設計，以提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由於任何會計交易事項的處理，均以會計原則（accounting principles）

為依歸，而這些會計原則也是由經驗中進化而來，並為會計界及一般企

業界所接受，當前經濟社會的運作，均透過這些原則以達到會計目的（鄭

丁旺，2001），為有效統合學生在傳統「交易導向」會計設計下，所產生

機械式記憶和重覆學習的狀態，本研究依據泰勒之課程學習經驗統整的

水平組織原則（Tyler, 1949），將傳統之「交易導向」會計學教材，改以

「原則導向」（principle-based）教材的設計，以協助技術學院學生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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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學習，產生良好的銜接性、統整性和適切性（李隆盛，2002；饒

達欽，1995）。 

臺灣地區的技職教育，不僅為國家社會培育了各級專業技術人才，

也締造舉世羨慕的臺灣經濟奇蹟。事實上，技專院校的大學生人數達 66

萬人，幾近於臺灣地區大學生總數的 50%，實不容小覷（教育部，2009）。

針對技術學院學生會計學教材設計與學習，以會計學教材重編為研究主

題，瞭解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將具體

的研究成果提供給教師參考採用，為本研究主要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和動機，本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探討技術學院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對學生會計學

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 

（二）探討技術學院高、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會計學「原則導向」

和「交易導向」教材設計認知學習成效的差異。 

貳、文獻探討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變遷，「會計」儼然已成為一門既廣泛又專業

的學科，會計教育的改革就是希望透過會計課程、學習環境與教學方式

等的變革，提昇會計專業的品質，使會計教育下的產出成品  ——  學生，

能夠符合就業市場的需求。 

以下就四方面進行探討： 

（一）技術學院會計教育缺失。 

（二）發展適用於技術學院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的原由。 

（三）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編製之理論基礎。 

（四）會計原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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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學院會計教育的缺失

自 1949 年政府遷臺後，技職教育所培育的各級專業技術人力，分布

於社會及產業各階層，成為國家生產力的中堅力量，促成了我國的產業

發展與經濟成長。技術學院是高職的進階教育，雖然技術學院提供了學

生較大開放的學習空間，但受到高職制式化學習型態的影響，使技術學

院學生無法認清自己是學習主體的事實，一味地注重學什麼，而缺少學

習如何學習的主動積極學習態度。在學習方法上，亦侷限於課本內容的

記憶與背誦，而忽略了將知識融會貫通，因而影響了學生的學習成效（陳

品華，2004）。 

在技術學院學生間常有「那些課程與教材在高職都學過了」、「大學

不過是洋文教科書」等傳聞出現，分析此一現象其原因有：（1）技職教

育體制中，各類科和課程的發展機制不夠健全，使學校層級課程銜接常

有脫節、倒置或過度重疊的現象；（2）升學考試誤導了學校教學，老師

們都將教材內容加深或扭曲原意，導致學習本質的改變（李隆盛，2002；

饒達欽，1995）。這些學習問題存在已久，更是當前技職教育刻不容緩的

改革議題，值得加以重視並尋求改進之道。 

技術學院的學生已經在高職階段修習過會計學，理論上，課程應該

根據認知與知識的連續性與發展性，不斷的重新檢視，形成一種倒圓錐

形的螺旋結構，產生一階段比一階段更升高的邏輯次序、更加廣的心理

組織（Bruner, 1960），但為了要通過入學考試的激烈競爭，不論是高職

或補習班老師，均採用超出高職學生的認知與知識程度的教材內容（賴

宛瑜，2005；饒達欽，1995），這種揠苗助長的手段，使學生的學習只是

片斷知識的記誦，不僅造成學生在解決會計實例問題時錯誤百出，同時

在面對會計個案分析時，更不知如何運用會計原理或原則，以產生有效

的財務資訊，成為技術學院學生會計學學習動機低落和學習成就不彰的

主要原因。因此為提昇技術學院學生會計學學習成就，教師應配合學生

的起點行為，運用有效的教學策略，以尋求對學生有益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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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適用於技術學院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的

原由

許多研究指出教科書對高等教育的重要性（McFall, 2005; Phillips & 

Phillips, 2007），教科書的目的在傳達學科的內容、信仰、價值和方法

（Richardson, 2002），同時能影響課程結構與在特定的領域中所形成的知

識（Issitt, 2004）。但教科書在會計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卻一直未受到研

究人員的重視（Davidson & Baldwin, 2005），使會計學教材內容一直無法

符合會計教育改革所追求的，高層次思考技能和終身學習的目標（Patten 

& Williams, 1990; Williams, 1991）。 

針對課程的各種不同的教材或學習經驗，妥善加以安排和配置，並

適切合理的組織起來，使之具備順序性與統整性，成為一套有系統的、

適合用以教學的教材，使學生易於理解課程各要素的關係，迅速掌握課

程的意義，產生最大的學習累積效果（cumulative effect），是課程組織的

主要目的。Tyler（1949）指出，為了使學習經驗對學生產生累積效應，

必須進行垂直和水平兩項有效的學習經驗組織，而有效組織學習經驗的

準則，除延續性（continuity）和順序性（sequence）外，課程學者特別

注重統整性（integration）（Taba, 1962; Tyler, 1949），所謂統整性主要強調

課程組織應注意相關不同學科或領域的課程間，相近時間階段或同一時

間階段內的教育內容，應該相互聯繫、呼應，以協助學生逐漸獲得一致

的觀點，增加學習的意義、應用性和效率。並使學習者能將行為、技能

與其所學的重點加以統一和連貫，屬於橫向水平組織概念之探討。 

由於會計專業界以基本會計假設為基礎，發展出交易及其他經濟事

項應如何記錄及報導的原則，這些會計原則屬普通性原則，非針對個別

事項之處理加以規範，大多由經驗中進化而來，並為會計界及一般企業

界所接受，透過這些原則以達到會計目的。此類適用於所有交易事項之

會計原則包括：成本原則、收入認列原則、配合原則，及充分揭露原則。

由此可知任何會計交易事項的處理，均以會計原則為依歸，當前經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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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運作，均透過這些原則以達到會計目的（鄭丁旺，2001）。 

因此本研究擬根據有效組織學習經驗的統整性準則，將會計學「交

易導向」教材設計，如現金、應收帳款、存貨等章節，改以「會計原則」

為課題，按水平組織方式進行學習經驗的統整，將「交易導向」會計課

程各部分的學習內容或活動，透過協調與設計，產生相互的關聯性，使

學生瞭解學習「會計原則」的整體意義，以增加學習的成效。當學生能

掌握會計原則的運用，統合在傳統交易導向會計教材設計下，所產生分

割的學習狀態，對任何的會計問題應該都可以迎刃而解，將有助於技職

體系會計課程產生良好的銜接性、統整性和適切性，並能協助技術學院

會計教師，解決在教學上面臨所謂「高職念過的，科大又重上」教材設

計的困擾（賴宛瑜，2005）。 

三、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編製之理論基礎

 認知彈性理論強調的核心問題是多元的認知表徵，即要求從多角

度審視某一主題，以增強對該主題的理解，也有助於將理解遷移至其他

領域的能力（Spiro, Coulson, Feltovich, & Anderson, 2004）。Spiro 等人

（2004）在多元論的原則（principled pluralism）中，提出從多元表徵和

角度觀點，理論、方法和策略的詳細規劃，必須注意到對當前情況有幫

助的各種不同因素和面向，不能忽略情境的多元性（Boyd & Ikpeze, 

2007）。認知彈性理論的基本概念有： 

（一）認知彈性的建構 

 認知彈性是一種靈活變通的認知能力。主要表現在對複雜的情境以

多種方式進行的認知活動，因此認知彈性強的學習者能從不同的角度，

依不同的屬性對訊息的來源進行分類，發現組織中各部分之間的新聯

繫，並依不同的情境脈絡對各成分重組與排序，並能產生遷移的作用，

將知識應用到新的情境。認知彈性是認知彈性理論所強調的核心能力，

培養認知彈性是無結構性的知識學習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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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結構性知識領域的學習 

依據知識及其應用的複雜與變化程度，認知彈性理論將知識分為結

構良好的知識和無結構性的知識。結構良好的知識是指與具體情境之間

具有直接對應關係的知識，這種知識一經習得，便可根據相應的規則或

原則加以運用。例如，會計學的借貸法則就是結構良好的知識，學生只

要掌握規則，基本上就可以產生交易事項的分錄，並獲得唯一確定的答

案；無結構性的知識是指與具體情境之間不存在直接對應關係的知識，

這種知識通常可以應用於多種不同的情境問題，而一個情境問題的解決

也往往需要多個知識點的綜合運用，而且其應用往往有多種方案、途徑

與標準。無結構性的知識普遍存在於醫學、工程學和教育、歷史、藝術

等人文學科，但即使在結構良好的知識領域，也有無結構性知識的存

在，尤其是在高級學習的知識獲得（Spiro, Feltovich, Jacobson, & Coulson, 

1991）。無結構性知識領域是認知彈性理論關注和應用的主要知識類型。 

（三）高級知識的獲得 

認知彈性理論將學習分為初級學習與高級學習。初級學習又稱之為

「簡化偏差」（reductive bias），只要求學生知道一些重要概念、方法和事

實，將所學的東西簡單再現出來，涉及的內容主要是結構良好的知識，

Spiro 等人（1991）認為造成學習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過分簡化；高級學

習要求學生把握知識的複雜性，能用所獲得的知識去分析、思考問題，

並能在新的情境中靈活運用這些知識，涉及的內容主要是無結構性的知

識。認知彈性理論即針對高級學習的一種基本學習方式。 

文獻指出以認知彈性理論為基礎的教學模式，學生之學習成效較以

單一基模（single schema）、過分簡化或線性邏輯編排的教材模式為佳，

且有助於學生有效地將知識轉移至新情境中，並能培養學生之創造與批

判思考等能力（王思峰、李昌雄，2004；Godshalk, Harvey, & Moller, 2004; 

Lima, Koehler, & Spiro, 2004; Spiro, Coulson, Feltovich, & Anderson, 2004; 

Spiro, Feltovich, Jacobson, & Couls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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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專業知識雖指向會計理論的實踐和應用，但其與動態、變

化、真實的經濟活動的交易事項之間，通常不存在直接對應關係。由於

經濟活動的交易事項是由財貨市場、勞動市場、消費者、生產者等要素

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生態系統，不同要素組合而成的經濟活動存在著很大

的差異，因此一種會計專業知識通常可應用於多種交易事項，而一個商

業活動的交易事項也往往需要多種會計專業知識的綜合運用，即使是同

類的經濟活動，所涉及的會計專業知識及其作用模式也有很大差異，因

此會計專業知識本質上是屬於一種無結構性的知識領域。 

技術學院學生在高職階段均採用傳統「交易導向」會計學教材為其

學習內容，偏重在交易內容與記帳程序上，這樣的知識結構為單一、形

式及線性邏輯的，學生祇要能夠表現出自己對於關鍵的概念和事實有表

面的認識，在記憶測驗中能再現課堂上教過的內容，教師通常就會感到

滿意。本研究提出「原則導向」會計學教材的編寫方式，從「多面向」

與「多觀點」的角度切入，呈現會計專業知識內容的真實性與複雜性，

並強化各個概念之間的內部連結與關係，讓學習者了解到這些看似單調

的會計交易，其實彼此之間皆是相互關聯、互為影響的，以掌握概念的

複雜性，能夠運用習得的概念進行論證和推理，並將獲得的知識遷移到

新的情境之中。 

四、會計原則的內容

會計是企業的語言（business language），能適當的運用會計來產生

資訊，發揮會計資訊的功用，對於提昇企業的競爭力，促進國家經濟發

展，具有直接與間接的重要地位。為了使會計資訊具備攸關性和可靠性

的品質，會計界已發展了一套實際處理交易時的具體指導方針，或稱為

操作性認列準則。這些準則包含有三大部分：（1）因應會計環境所產生

的會計基本假設；（2）為達成會計目的而採行者稱基本會計原則；（3）

基於經濟因素或特殊情況，考慮執行上之限制得為之彈性處理稱操作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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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這些指導方針構成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主體。會計原則內容說明如

下（鄭丁旺，2001；Weygandt, Kieso, & Kimmel, 2002 )： 

（一）收益認列原則（revenue recognition principle）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其「財務會計觀念公報第五號」中規

定，收益必須符合下列兩條件才能認列：（1）已實現或可實現；（2）已

賺得；一般商品均在銷貨發生時認列收益，因為在銷貨時不僅收益已實

現，同時已賺得。但在製造業之產品生產完成時，其收益雖已賺得但未

實現（尚未出售），故不能認列；同樣預收雜誌訂閱收入在收款時已實

現但未賺得（尚未提供雜誌），亦不能認列訂閱收益。 

（二）配合原則（matching principle） 

配合原則係指導費用認列之基本原則，指費用應與收入配合，為賺

得收入而發生之費用應與收入同一會計期間認列，以適當衡量各期之損

益。費用並不是在有現金支出時認列，也不是在執行工作或製造產品時

認列，而是在對收入真正有貢獻時認列。決定費用對獲得收入有所貢獻

的期間為哪一個會計期間，即收入費用配合的方法有因果關係直接配

屬、系統而合理的分攤和立即認列費用三種。 

（三）充分揭露原則（full disclosure principle） 

為協助財務報表使用者作明智的決策，財務報表應充分揭露對企業

之財務狀況及經營成果有重要影響的事項，即所有會對報表使用者之決

策造成影響的情況及事件均應加以揭露。充分揭露的方法包括完整的主

要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業主權益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凡不

能於財務報表本身充分揭露的資訊，應以括號、附表或附註方式說明之。 

（四）成本原則（cost principle） 

成本係指歷史成本。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會計衡量以歷

史成本為原則。」會計上以成本作為評價及入帳的基礎，主要原因為歷

史成本是由買賣雙方客觀決定的，能由第三者加以驗證，且代表買賣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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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觀所認定的價值。 

 本研究以配合原則進行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編寫的主要原因是：

（1）配合原則是會計學應計基礎（accrual basis）的理論根據，對期末

調整事項是非常重要的；（2）配合原則又稱費用認列原則，對忠實呈現

企業運作的實際狀態（損益表）具重大影響力；（3）配合原則應用廣泛，

包括帳戶之調整、存貨、應收款項和固定資產、天然資源與無形資產等

學習單元，有利於學生統整學習經驗。 

參、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綜合理論與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選擇會計學「配

合原則」發展「原則導向」教材及測驗工具，並進行實驗教學，以瞭解

不同學習程度學生之學習表現。 

一、會計學「配合原則」教材

本研究編製會計學「配合原則」教材的主要教學目標是使學生能：

（1）統整配合原則的具體意義與相關概念之間的關連性；（2）學會配

合原則所涉及的各項會計處理方法；（3）將所習得的「配合原則」相關

知識應用於真實情境中。為求教材內容之周延，研究者將會計學課本中

與「配合原則」有關的學習內容，重新整理編寫成會計學「原則導向」

教材設計，其進行步驟如下所述： 

（一）根據財務會計（Weygandt, Kieso, & Kimmel, 2002）、中級會計

學（鄭丁旺，2001）和會計學新論（李宗黎、林蕙真，2000）課本中，

與「配合原則」有關的各學習單元為主要範圍，針對教材進行內容分析，

並據以撰寫命題敘述（表 1）和發展概念圖（圖 1），作為編製教材的依

據，以確定教材內容涵蓋主題範圍，建立教材的內容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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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請專家學者和資深會計學教師 3 人，審閱命題敘述和概念

圖，並依其建議作修正，以確保教育的可用性與完整性，提升教材的可

信度。 

（三）將會計學課本中與「配合原則」有關的學習內容重新整理（表

2）編寫成「原則導向」教材。 

（四）「原則導向」教材依配合原則內容分三單元進行，第一單元

配合原則定義和成因，第二單元配合的方法和會計處理，第三單元權責

基礎。 

 

表 1  配合原則命題敘述 
 概  念 命  題  敘  述 

配合原則的

定義 

1-1 某項收益已經在某一會計期間認列時，所有與該收益之產生有

關的成本，均應在同一會計期間轉為費用，以便與收益配合而

正確的計算損益。 

1-2 成本發生之效益僅及於當期者，為收益支出屬於當期費用。 

1-3 成本發生之效益具有未來經濟效益，則為資本支出，屬於資產。 

1 
配
合
原
則
定
義
與
成
因 

配合原則的

成因 
1-4 已資本化之成本因主要營業活動而消耗者為已耗成本，應轉銷

為費用。其具有未來經濟效益的未耗成本，仍為資產。 

因果關係的

直接配屬 

2-1 凡收益與成本能夠直接認定其因果關係者，則當收益認列時，

產生該收益之成本亦應轉為費用。 

2-1-1 會計處理：與銷貨有直接因果關係的銷貨成本、銷貨佣

金、壞帳費用、及售後服務成本等認列。 

系統而合理

分攤 

2-2 當成本與收益沒有直接可認定的因果關係，但能確知成本會產

生未來收益時，則以合理而有系統的方法，將成本分攤於各受

益期間。 

2-2-1 會計處理：如固定資產的折舊、無形資產的攤銷、租金

及保險費的攤銷。 

2 
配
合
的
方
法
和
會
計
處
理 

立即認列的

費用 

2-3 成本在發生期間立即轉為費用稱期間費用。 

2-3-1 會計處理：如職員薪水、銷售費用、訴訟賠款認列。 

3-1 費用應在其所產生之收益認列年度認列，而非付現年度認列。 

3-2 已發生但未支付之費用稱應付費用。 

3 
權
責
基
礎 

權責基礎的

定義 
3-3 已支付但尚未耗用之成本稱預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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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配合原則」原則導向教材與會計學教科書內容對照表 
 帳戶之調整 存貨 會計原則 應收款項 固定資產、天然

資源與無形資產 

配合原則的定義   ˇ   

配合原則的成因   ˇ   

因果關係的直接配屬  ˇ  ˇ  

系統而合理分攤     ˇ 

立即認列的費用   ˇ   

權責基礎的定義 ˇ     

 

圖 1  會計學「配合原則」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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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達成「原則導向」教材教學目標，本教材各單元內容設計

有：（1）個案引導；（2）原則和概念；（3）會計處理；（4）綜合討論等

四部分。在會計處理部分將配合課堂使用的教科書進行教學（附錄 1）。 

二、測驗工具

本研究以學生個案成就測驗的成績，做為評量學生會計學「原則導

向」教材學習成效的指標。採用個案成就測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個案

分析不僅是教材內容的探討，同時也是瞭解學生如何從個案分析中獲得

知識，能幫助學生的學習和先前知識之應用（Hassall & Milne, 2004）。以

下就本研究「百視達」個案、個案成就測驗—知識獲得和知識應用等，

三項測驗工具內容和編製過程進行說明： 

（一）「百視達」個案 

本研究之個案實例採自 Vruwink 與 Knoeber（1997）發表於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Blockbuster"一文，由於百視達影視的個案涉及配合原

則、正常損益和非常損益、商譽攤銷和會計資訊與效率市場的關連性，

非常適合本研究會計學配合原則個案分析。經研究者重新編寫成中文版

「百視達」個案實例，再敦請 2 位會計教師、1 位國文教師進行內容效

度評估，經參酌 3 位學者專家所提意見修正後，完成「百視達」個案的

編寫（附錄 2）。 

（二）個案成就測驗  ——  知識獲得 

由於回憶是來自對記憶中資訊的重組和存取，它代表著個案資料所

需要和可供未來利用的資訊（Gobeil & Phillips, 2001）。本研究在進行個

案知識獲得成就測驗時，由教師在學生完成「百視達」個案內容的閱讀

工作，並收回個案資料後，請學生藉由個人的自由回憶（free recall），以

15-20 分鐘時間，在空白試卷上，寫出自己所記得的任何個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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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對個案知識獲得成就測驗，學生回憶資料編碼時，採合理

主旨標準（lenient gist criterion），也就是以學生回憶個案相關事實為主

旨，而不是對個案內容的逐字記錄為評分準則（Gobeil & Phillips, 2001）。

由 2 位專業會計教師在不清楚實驗分組的情況下，將學生自由回憶的資

料，按配合原則相關、個案事實的說明、配合原則不相關等三類進行編

碼，分 1-3 等級給分（附錄 3）；當 2 位教師給分不同時，再交由第 3 位

教師處理解決差異的情形。知識獲得測驗卷由 2 位評分者按計分要點分

別給分，根據每份測驗卷的兩個分數計算其相關係數，得到評分者信度

為.78。 

（三）個案成就測驗  ——  知識應用 

本研究之個案知識應用成就測驗，分為申論題和實例問題兩部分，

申論題部分（4、5、8、9、10 題）是根據 Vruwink 與 Knoeber（1997）

所提供的，其中包括有關百視達公司在錄影帶和商譽的攤提會計處理，

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和公開資訊的討論，要求學生依分析師和百視達公

司不同立場，提出個人的看法，是屬於分析、綜合和評價等高層次認知

領域的學習（表 3）。會計實例問題部分（1、2、3、6、7 題）是要求學

生將「百視達」個案中所提供的數字資料，如分攤的年限、商譽價值和

盈餘的減少或增加等，應用於與個案有關的會計實例之中，培養學生解

決問題的能力（Atkinson, Derry, Renkl, & Wortham, 2000; Milne & Mccon-

nell, 2001）（表 3）。研究者將測驗初稿交由 2 位會計教師和 5 位學生進

行內容效度考驗，經參酌所提意見修正後，完成個案知識應用測驗。 

學生根據「百視達」個案資料完成個案知識應用成就測驗的時間為

30 分鐘。在測驗過程中，鼓勵學生將會計學配合原則，應用於「百視達」

個案分析中，對問題產生合理和完整的回應。 

個案知識應用成就測驗在申論題部分交由 2 位專業會計教師，依學

生應用會計原理原則，正確分析個案問題的程度，分 0-5 等級給分，當

2 位教師給分不同時，再交由第 3 位教師處理解決差異的情形；而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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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個案知識獲得和知識應用測驗之認知學習層級分類表 
知識應用紙筆測驗 認知領域 

學習目標 

知識獲得 

(free recall) 1 2 3 4 5 6 7 8 9 10 

知識 ˇ           

理解  ˇ ˇ    ˇ ˇ    

應用  ˇ ˇ ˇ   ˇ ˇ ˇ   

分析    ˇ  ˇ   ˇ ˇ ˇ 

綜合     ˇ ˇ    ˇ ˇ 

評價     ˇ      ˇ 

 

實例問題部分則依答案正確與否，答對給 5 分，答錯給 0 分。知識應用

測驗卷由 2 位評分者按計分要點分別給分，然後根據每份測驗卷的 2 個

分數計算其相關係數，得到評分者信度為.89。 

三、會計學「配合原則」教學實驗

在第一階段之教材和測驗工具編製完成後，研究者緊接著實施會計

學「原則導向」教材實驗教學，並就會計學「配合原則」個案成就測驗

結果，探討學生對原則導向式教材的學習成效。以下就研究假設、研究

樣本、實驗設計、實驗程序和資料處理與分析等六項說明如下： 

（一）研究假設 

假設一：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的認知學習成效優於傳統「交

易導向」教材設計。 

1-1：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在「個案知識應用成就測驗」 

的認知學習成效，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材設計。 

1-2：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在「個案知識獲得成就測驗」 

認知學習成效，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材設計。 

假設二：不同教材的設計因學生學習成就的不同，在認知學習成效不

同。 

2-1：不同教材的設計因學生學習成就的不同，在「個案知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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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測驗」認知學習成效不同。 

2-2：不同教材的設計因學生學習成就的不同，在「個案知識獲得

成就測驗」認知學習成效不同。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 2 所技術學院四年制一年級 4 個班級共 159 位學生為研究

對象，其中包括財務金融系 1 班和會計資訊系 3 班。依據各班學業成績，

將學生依照前 33%、後 33%分高學習成就和低學習成就 2 組，「原則導

向」教材設計的 2 班學生為實驗組，「交易導向」教材的 2 班為控制組。 

（三）實驗設計 

為了瞭解不同教材設計對學生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採獨立

樣本不等的前測  －  後測控制組（non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準實驗設計研究，以控制相關干擾變項，降低實驗誤差（圖 2）。 

  由於本研究之實驗對象分別來自 1 所公立和 1 所私立的技術學院，

為了避免因學生基本學習成就和會計學習起點行為的差異，對實驗研究

成效造成影響，在確定分組後，以學生在會計事務技術士技能乙級學科

檢定成績（前測）為共變數，進行：（1）變異數同質性（homogeneity of  

variance）假定考驗；（2）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假定考驗（林清山，2000）；在確定分析資料符合

共變數分析的基本假設後，運用統計的方法將影響實驗研究正確性的誤

差加以排除。 

許多文獻指出：（1）學習能力高的學生，大都具備發展良好的記憶

結構，能增進對資訊的理解和分析（Lundeberg, 1987; Wineberg, 1991）；（2）

在某特定領域學習能力高的學生，往往是由於其對此一領域教材內容，

原本就具有高度的興趣（Tobias, 1994），因此投入更多的注意力在相關

教材內容的學習。同樣的，以學生閱讀時間和自由回憶教材內容的能力

為衡量標準，學習能力高的學生有較好的知識獲得的成效（Birkmire, 1985; 

Voss, Vesonder, & Spilich, 1980）；（3）從問題解決的分析和思考能力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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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標準，學習能力高的學生有較好的知識應用的成效（Chi, Feltovich, & 

Glaser, 1981; Chiesi, Spilich, & Voss, 1979）。因此本研究將探討不同教材編

製的方法，學生在認知學習成效是否受學習能力的不同而有所影響。 

（四）實驗程序 

在教學實驗過程中控制其他可能干擾實驗結果的變項：在「教學者」

方面，本研究 2 組的教學分別由 2 位不同的教師擔任，這 2 位教師均具

有 10 年以上的會計教學經驗，並擁有專業會計師執照，目前都正在攻

讀博士學位，其中實驗組班級的任課教師同時參與「原則導向」教材的

編製工作。在「教學時間」方面，2 組的教學處理日期均控制在同一期

間，而接受教學的時間均需 6 節課（每節 50 分鐘）。 

為了不影響正常教學進度，本研究將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教學期間，

均安排在學期結束前 2 週實施，控制組的教學依傳統「交易導向」教科

書的順序，從會計處理程序、應收款項、存貨、固定資產到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而實驗組則依配合原則定義與成因、配合的方法和會計處理和

權責基礎等三單元進行（表 4）。 

 

圖 2  實驗設計架構圖 

實驗前 

前測 
（會計乙級學科檢定） 

學生學習成就 
（高、低） 

實驗後 

個案成就測驗 
知識獲得 

個案成就測驗 
知識應用 

實驗處理 

教學設計－教材

（原則導向、交易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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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配合原則」教學進度表 

 實驗組：「原則導向」教材 控制組：「交易導向」教材 

第一節課 
第一單元：配合原則定義與成因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會計處理程序 

第二節課 
第一單元：配合原則定義與成因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應收款項 

第三節課 
第二單元：配合的方法和會計處理

（應收款項） 
存貨 

第四節課 
第二單元：配合的方法和會計處理

（存貨） 
固定資產 

第五節課 
第三單元：權責基礎（會計處理程

序）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第六節課 第三單元：權責基礎（固定資產）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五）資料處理 

採 2 × 2 二因子多變量共變數分析，將前測成績視為共變數，教材和

學習成就為自變項，依學生在個案成就測驗的量化資料，分析原則導向

教材的學習成效。 

肆、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以技術學院四年制一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由於這些學

生全部都是高職商業類科的畢業生，因此「原則導向」教材並不適用於

來自普通高中的大學一年級會計課程。 

二、本研究實驗教學的期間是安排在學期結束之前，目的在幫助學

生 統 整和 複習 在 學期 中所 習 得與 會計 原 則有 關的 概 念與 會計 處 理 方

法，因此「原則導向」教材並不適用於完全沒有學習經驗的會計學初學

者。 

三、本研究由於學生入學之共同測驗成績取得不易（需透過學測中

心），因此改採各班級學業成績前後 33%，分為學習能力高、低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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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研究雖然盡可能控制其他干擾實驗結果的變項，但由於實驗

組與控制組教學分別由 2 位不同的教師擔任，從而使得出的結果可能受

教師間的個別差異所影響。 

伍、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獨立樣本二因子共變數分析，將前測成績視為共變數，以

教材（原則導向、交易導向）和學習成就（高、低）為自變項，個案知

識應用和知識獲得為依變項，分析「原則導向」教材在個案知識應用和

獲得的學習成效。 

在考驗共變數分析的基本假設得知：一、Levene 統計檢定未達顯著

水準（「知識應用」：F=1.157, p=.323；「知識獲得」：F=1.572, p=.114），

即分析資料未違反變異數同質性假定；二、組內迴歸線平行的檢定亦未

達顯著水準（「教材  × 共變數」：Λ=.004, p=.996；「個案形式  × 共變數」：

Λ=1.347, p=.263；「學習成就  × 共變數」：Λ=1.378, p=.243），顯示各組

受共變數影響的情形是相同的，符合共變數迴歸係數同質性假定，可繼

續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5 為教材和學習成就在「個案知識應用和獲得」二因子共變數分

析結果。由表 5 可知，共變數（前測成績）對個案成就的變異有顯著的

意義（Λ=15.735, p<.01），表示共變數的影響必須予以考慮；在前測成

績為共變數的前提下，教材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Λ=4.327, p<.05），

再進一步觀察 F 檢定時，發現教材的學習成效，不論在知識應用（F=7.284, 

p<.01）或知識獲得（F=3.931, p<.05）上均達顯著水準，即原則導向式

教材的學習成效都優於傳統教材（知識應用：53.32>41.69；知識獲得：

66.43>60.73）（表 6），因此研究假設一得到支持。 

由表 5 二因子共變數摘要表可知，教材和學習成就的交互作用達顯

著水準（Λ=3.459, p<.01），這說明學生對不同的教材會因學習成就的不



 
 
王興芳 陳美紀 許連中 技術學院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與實驗 93 

 

同造成不同的學習成效。由於教材和個案知識應用和獲得有交互作用，

必須進行單純主要效果考驗（表 5）。 

 從表 7 得知，低成就組學生對不同的教材有顯著差異（Λ=5.958, 

p<.01），而高成就組的差異並未達顯著水準（Λ=.295, p>.05），對照圖 3

和圖 4 說明不同的教材對高成就組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影響不大，但對低

成就組學生而言，原則導向教材的知識應用及知識獲得成效，顯著高於

傳統教材，因此研究假設二獲得支持。 

 

表 5  教材 × 學習成就在「個案知識應用和獲得」二因子多變量共變數

分析摘要表 
受試者間 SSCP 矩陣 受試間效應項檢定（F） 

變異來源 df 
知識應用 知識獲得

多變量 
Wilk’s Lambda 知識應用 知識獲得 

1882.92 1594.90 4.327* 7.284**  
教材（A） 1 

1594.90 1350.93   3.931* 

637.08 633.89 .959 1.232  
學習成就（B） 2 

633.89 813.65   1.184 

3091.76 1972.91 3.459** 5.980**  

 
 

A × B 2 
1972.91 1707.53   2.485 

5736.65 6183.74 15.735** 22.444**  
共變數 1 

6183.74 6665.67   18.128** 

34639.56 12503.35    
殘餘誤差 134 

12503.35 46045.50    

註：*p<.05  **p<.01 
 
 
表 6  教材 × 學習成就在「個案知識應用和獲得」的估計邊際平均數 

原則導向 交易導向  

知識應用 知識獲得 知識應用 知識獲得 

低 49.25 65.69 38.01 54.05 

高 57.72 69.65 50.62 69.10 

總合 53.32 66.43 41.69 60.73 

註：估計邊際平均數是排除共變數影響後的平均數；在模式中所顯示的共變量評估：共

變量=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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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教材 × 學習成就交互作用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受試者間 SSCP 矩陣 受試間效應項檢定(F) 

 df 
知識應用 知識獲得

多變量 
Wilk’s Lambda 知識應用 知識獲得 

教材（A） 
1712.93 1803.66 5.958** 9.767**  

低（b1） 1 
1803.66 1899.19   5.793* 

93.88 -75.85 .295 .282  
高（b2） 2 

-75.85 61.29   .147 

學習成就（B） 

802.32 390.68 .732 1.331  「原則導向」教材

（a1） 2 390.68 273.81   .281 

2895.16 2421.40 4.010 6.725  「交易導向」教材

（a2） 
2 

2421.40 2458.94   3.937 

註：*p<.05  **p<.01 
 
 

 
 
 
 
 
 
 
 
 
 
 
 
 
 
 
 
 
 
 
 
 
 
 
 
 
 
 
 
 
 
 
 

 

知
識
應
用 高（50.62）

高（57.72）

低（38.01）

低（49.25）

傳統式 原則導向式

圖 3  教材學習成就和知識應用關係圖 

 

知
識
獲
得 

高（69.10）

傳統式 原則導向式

高（69.65）

低（54.05）

低（65.69）

圖 4  教材學習成就和知識獲得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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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假設考驗結果（表 8）得知，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組

在認知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材組，同時不同的教材對

高低學習成就學生在認知學習成效，也有顯著不同，對低學習成就組學

生而言，「原則導向」教材組在認知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傳統「交易導向」

教材組；但高學習成就組學生在「原則導向」教材組的學習成效並不明

顯。 
 

表 8  研究假設考驗結果彙總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假設一：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的認知學習成效優於

傳統「交易導向」教材課程設計。 

 

1-1：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在「個案知識應用成

就測驗」的認知學習成效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

材設計。 

支持 

1-2：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在「個案知識獲得成

就測驗」的認知學習成效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

材設計。 

支持 

 

假設二：不同教材的設計因學生學習成就的不同在認知學習

成效不同。 

 

2-1：不同教材的設計因學生學習成就的不同在「個案知

識應用成就測驗」認知學習成效不同。 
支持 

2-2：不同教材的設計因學生學習成就的不同在「個案知

識獲得成就測驗」認知學習成效不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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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原則導向」教材有助於提昇學生會計學認知學習

的成效 

從研究結果得知，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之學習成效，無論

在會計知識的獲得或應用上，顯著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材設計，推

論其可能的原因為：（一）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特別注重學生

對「配合原則」概念的統整，有利於分析、綜合和評價等高層次認知領

域學習目標的達成；（二）一直以來，會計教育常被批評過於注重記憶，

強調「標準答案」而欠缺靈活應用與批判思考的能力；本研究採「原則

導向」教材設計，配合「個案成就測驗」，要求學生依分析師和公司不

同立場，提出個人的看法，是屬於分析、綜合和評價等高層次認知領域

的學習，應有助於提昇學生對會計觀念、原理和原則的應用與分析整合

能力。 

二、「原則導向」教材能有效提昇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

習成效 

 從不同學生之學習成就及不同教材設計兩方面同時考量，以瞭解二

者間是否具備交互影響效果。研究結果顯示，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

設計對低學習成就學生的會計知識獲得，及會計知識應用學習成效上，

皆顯著優於傳統「交易導向」教材設計，此一研究發現對會計教育工作

者而言，係一大佳音，因為如何有效提昇低學習成就者之學習成效，一

向是十分具價值性之教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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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則導向」教材的教學省思 

 針對會計學教學、教材和未來研究，本研究歸納三點建議，提供學

校教育人員多面向的思考： 

（一）重視學生「會計原則」概念的建構 

由於在高職階段的會計學教學和考試多偏重於分錄和計算題解題

過程的學習，而忽略學生對會計原則應用的分析和判斷能力的培養。但

會計學是一門應用學科，會計的概念包括許多「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

和方法，經由會計原理、原則的學習，瞭解在這些會計概念遞變過程中，

所蘊涵的「理念架構」及「思考過程」（李宗黎、林蕙真，2000），使學

生不僅習得實用的會計知識，並具備理解、應用、分析、綜合和評鑑等

高層次認知學習的能力。 

（二）鼓勵會計教師發展會計學「原則導向」教材設計 

本研究結果證實，「原則導向」教材設計，在個案成就測驗產生顯

著的學習成效，證明此一教材是被學生所接受，對學生的觀念性思考、

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力有幫助，希望本研究所提出此一創新的會計學教

材編製方法，能鼓勵技術學院會計教師們，在探討會計學專業知識之

外，多花一些時間在會計學教學策略的研究與應用，本研究僅以會計學

「配合原則」為例，其他如收益、成本和充分揭露等原則的教材編寫，

值得技術學院的會計教師繼續加以探討。 

（三）進行原則導向式教材對學生情意學習成效影響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僅從認知領域學習目標分析學生學習成就，但並未針對會計

學「原則導向」教材的實施，從情意領域的學習目標探討學生由外在的

學習轉化為個人內在的興趣、態度和價值等心理特質的發展。建議未來

研究宜朝學生情意感受等方面，進一步探討不同教材，對學生會計學習

的動機、能力和價值等不同學習面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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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計學「配合原則」原則導向式教材 

 

第二單元：配合的方法和會計處理 

星際大戰的迷思 

設想您是一位如喬治盧卡斯（George Lucas）的製片商，花費了 1,100

萬美元歷時五年（1973-1977），製作完成一部如星際大戰（Star Wars）的

影片。試問製片成本應分幾年攤銷？ 

20 世紀福斯公司的星際大戰，在 1977 年上映及 1997 年再上映時，

星際大戰在美國國內的收入大約有 5 億美元，並持續成長中。此狀況說

明適當配合費用與收入的困難度。 

理論上，製片成本應於該部影片之經濟壽命內攤銷，但何謂經濟壽

命？製片商必須估計該部影片，經由戲院、錄影帶、電視、遊戲及玩具

等管道，可以賺得多少收入？此收入期間的估計，可能少於一年，也可

能超過 20 年。 

 

概念 內容敘述 

因果關係－直接配屬 1  凡收益與成本能夠直接認定其因果關係者，則當收益認列

時，產生該收益之成本亦應轉為費用。 

1-1  會計處理：與銷貨有直接因果關係的銷貨成本、銷貨佣

金、壞帳費用、及售後服務成本等認列。 

系統方式－合理分攤 2  當成本與收益沒有直接可認定的因果關係，但能確知成本會

產生未來收益時，則以合理而有系統的方法，將成本分攤於

各受益期間。 

2-1  會計處理：如固定資產的折舊、無形資產的攤銷、租金

及保險費的攤銷。 

立即認列－費用 3  成本在發生期間立即轉為費用稱期間費用。 

3-1  會計處理：如職員薪水、銷售費用、訴訟賠款認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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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圖 1 會計學「配合原則」概念圖進行教學。 

會計處理 

請參閱課本第六章應收款項、第七章存貨。 

綜合討論 

吃角子老虎投幣機之理賠相關費用應如何報導 

在內華達州雷諾賭城的 Harold 俱樂部，對於類似吃角子老虎投幣機

的大獎並無最高限額，所以可能會有某一位幸運者，將他人所輸的錢，

全部贏走的情況發生，此種機會雖不多，但獎額往往很大。 

根據此一經驗，該俱樂部能否將置於投幣機內的數百萬美元當作費

用，而自該年度認列的收入中減除呢？反對這種作法的人認為，應該到

有人贏得一筆大獎時才予以扣除。但問題是，有時候會發生連續幾個月

甚至幾年，都沒有大獎的出現。請舉出實務上可能採取的會計處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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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百視達」個案 

在 1980 年代，美國錄影帶業大約有三萬家錄影帶商店，和在一般商

店、加油站、便利商店的兩萬個行銷據點，雖然它的經營模式是十分零

散的，卻是一種快速成長的行業，錄影帶出租業的收入從 1982 年的 70

億美元，到 1990 年已成長至 1,020 億美元，此一營業額幾乎是好萊塢當

年票房收入的兩倍之多！ 

由於百視達的經營策略是使消費者能租到他們所想要的任何錄影

帶，以滿足顧客的需要為導向，因而造成百視達公司銷售額從 1986 年的

810 萬美元，增加到 1988 年的 13,690 萬美元，由於公司的快速成長，並

擁有較其它競爭者更多的商品（錄影帶）數量，在 1988 年百視達娛樂公

司的股票也逐漸開始受到投資人的注意。 

在 1989 年前四個月，由於百視達的銷售量和盈餘不斷增高，造成股

價持續上升 6%的現象。但當 1989 年 5 月 9 日貝爾斯登公司資深分析師

李賽勒發表一篇標題為「百視達：會計人員操弄會計數字」（Blockbuster: 

The Accountants Earn Their Pay）的報導之後，不但在華爾街引起極大反

響，並對百視達公司產生巨大的衝擊。 

就分析師觀點而言，百視達公司在 1988 年將此一行業所通用的方

法—錄影帶按 9 個月期攤銷，改變為 3 年（第一年 40%；第二、三年各

30%）攤銷其錄影帶成本。一般錄影帶出租業折舊費用採 9 個月期攤銷，

是由於此一行業有 80%的收入，來自熱門或最新推出的影帶，也就是在

出片的前六個月。同時依調查得知，最受歡迎的 20 支影片的錄影帶，

佔全美國出租錄影帶業大約 80%的市場，因此錄影帶公司許多所謂高出

租率的熱門影帶，在推出第九個月之後出就宣告結束了。分析師指出，

此一改變造成每年攤銷的折舊費用大量降低，使百視達公司在 1988 年的

盈餘增加 420 萬美元，因此對投資者有誤導作用。 

分析師進一步指出，百視達公司為了增加銷售成長率和消滅競爭對

手，在 1987、1988 年購入其他兩大影帶連鎖業，由於購買價格均大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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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公司淨資產的公平市價，因而百視達公司在當年的資產負債表上，

將此一鉅額差價以「商譽」入帳，聲稱將在未來 40 年間，逐期攤銷這

筆商譽成本。但分析師認為，錄影帶公司是否能存活 40 年是件令人懷

疑的事；如果商譽按一般 5 年期分攤，將造成百視達公司每年淨利減少

140 萬美元。 

此一「百視達：會計人員操弄會計數字」的報導，造成當天百視達

的股票價格跌落 10%，並出現 150 萬張股票的巨額交易量，是當天紐約

證券交易所成交量的前五名，百視達的股票成為華爾街股市賣壓最沉重

的幾支股票之一。 

 針對分析師的報導，百視達管理當局回應指出，錄影帶按 3 年期分

攤，是因為他們所出租的影帶大多數是過期的舊影帶，而不是熱門影

帶。百視達公司並指出，在任何時期，百視達前 50 支高出租率影帶，

僅佔租金收入的 35%。那些老舊的錄影帶不僅有較低的購入成本，而且

也一直保有穩定的市場需求，超過它的預期實際使用年限。 

百視達管理當局並指出，商譽按 40 年期攤提是符合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的，他們認為，雖然目前尚未出現達 40 年歷史的錄影帶店，但是

確實有超過分析師所建議按 5 年期攤提的商店；此外百視達公司認為，

即使將攤提期限縮減為 20 年，所造成的影響僅是每股盈餘減少 2 美分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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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個案知識獲得編碼說明 

個案內容敘述 編   碼 

1980 年代，美國錄影帶業的經營模式雖然是十分零散的，卻是一種快速

成長的行業。 
事實說明 

由於百視達的經營策略是使消費者能租到他們所想要的任何錄影帶，以滿

足顧客的需要為導向，造成銷售量和盈餘的快速成長。 
事實說明 

當貝爾斯登公司資深分析師李賽勒發表標題為「百視達：會計人員操弄 
會計數字」（Blockbuster: The Accountants Earn Their Pay）的報導，造成當

天百視達的股票價格跌落。 

事實說明 

分析師指出 1988 年百視達的高成長經驗是由於不當的併購交易與新成立

的連鎖店之間的銷貨交易和攤銷方法改變等問題所產生的。 
事實說明 

百視達將此一行業所通用的錄影帶按 9 個月攤銷方法，改變為按 3 年攤銷

其錄影帶成本，分析師認為此舉對投資者有誤導作用。 
任務相關 

百視達公司併購的會計處理，由於購買價格均大於被併購公司淨資產的公

平市價，結果造成百視達公司當年的資產負債表上，出現巨額的商譽。百

視達公司聲稱將在未來 40 年間攤銷這筆商譽成本。 

任務相關 

但分析師認為錄影帶公司是否能存活 40 年是件令人懷疑的事。如果商譽

按一般 5 年期分攤，將造成百視達公司每年淨利少 140 萬美元。 
任務相關 

百視達管理當局指出，錄影帶按 3 年期分攤，是因為他們所出租的影帶大

多數是過期的舊影帶，這些老舊的錄影帶不僅有較低的購入成本，而且也

一直保有穩定的市場需求，超過它的預期實際使用年限。 

任務相關 

百視達管理當局聲稱，商譽按 40 年期攤提，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目

前雖然並未出現有 40 年歷史的錄影帶商店，但是確實有超過分析師所建

議按 5 年期攤提的商店。 

任務相關 

註：其他與個案內容有關的文字敘述視為任務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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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個案分析知識應用紙筆測驗 

1.百視達公司在 1988 年將此一行業所通用的錄影帶按 9 個月期（第

一年 100%）攤銷方法，改變為 3 年（第一年 40%；第二、三年各 30%）

攤銷其錄影帶成本；若錄影帶成本為 500 萬美元，請問此一改變對百視

達公司在 1988 年期末費用、盈餘和資產的影響為何？ 

2.百視達公司在 1988 年將此一行業所通用的錄影帶按 9 個月期（第

一年 100%）攤銷方法，改變為 3 年（第一年 40%；第二、三年各 30%）

攤銷其錄影帶成本，從個案資料得知，此一改變造成使百視達公司在

1988 年的盈餘增加 420 萬美元，在不考慮所得稅的情況下，請問百視達

公司 1988 年的錄影帶成本為多少？請詳細列出計算式。 

3.接上題，假設百視達公司 1988 年經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的稅前淨利

為 1,000 萬美元，若只考慮分析師的觀點，將錄影帶成本按 9 個月來攤

提，則百視達公司的稅前淨利為多少？請詳細列出計算式。 

4.如果您是百視達的高階主管，您的紅利獎金與當期淨利息息相

關，您會傾向採用以分析師建議的 9 個月來攤銷錄影帶成本，還是使用

分 3 年來攤銷的方法？請說明理由。 

5.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指出百視達公司對錄影帶攤提會計處理，

分析師立場的主要觀點為何？百視達公司立場為何？ 

6.由於百視達公司將商譽成本由一般 5 年期改按 40 年逐期攤銷；若

百視達公司商譽成本為 200 萬美元，請問此一改變對期末費用、盈餘和

資產的影響為何？ 

7.百視達公司聲稱將在未來 40 年間，逐期攤銷商譽成本。但分析師

認為，錄影帶公司是否能存活 40 年是件令人懷疑的事；如果商譽按一

般 5 年期分攤，將造成百視達公司每年淨利減少 140 萬美元。在不考慮

所得稅的情況下，請問百視達公司併購其他兩大影帶連鎖業時認列的商

譽金額為多少？請詳細列出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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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接上題，假設百視達公司 1988 年經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的稅前淨利

為 1,000 萬美元，若有證據支持百視達公司的遠景看好，您覺得用幾年

來攤銷商譽較合理？則 1988 年的稅前淨利應為多少？請詳細列出計算

式。 

9.假設百視達公司 1988 年經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的稅前淨利為 1,000

萬美元，若有證據支持未來錄影帶產業將進入衰退期，您覺得用幾年來

攤銷商譽較合理？則 1988 年的稅前淨利應為多少？請詳細列出計算式。 

10.你建議百視達公司商譽合適的攤提期間為何？首先，假定你是分

析師的代表，為他的立場辯護；其次以百視達公司的代表為公司立場辯

護；最後請指出你比較偏好那一方立場？並說明理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