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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扰扰，喧嚣着渐渐将尘埃落定⋯⋯ 用眼见证，用耳倾

听，用心感受所有的悲伤与欢喜。本来命题作文只要求税法

篇，自作主张加一段了。 考试在念书的时候是被逼的，在现

在多半倒是自找的。期待、焦燥、彷徨、矛盾、惊喜、失落

都一一出现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反复纠缠，煎熬着我们。 

下面所说的也许不过是几句孩子话，也许不过是那自我安慰

的阿Q精神，但，请您静静听我一言： 考试之于我们，目的

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将来，幸福的生活。什

么是幸福，一个人有一个看法，千个人有千种观点，不过体

现出来应该都是快乐的笑吧。我想你们能有一份平静的心态

，一个勇敢的信念和一脸灿烂的笑容。生命里有很多的东西

呀，疼我们的爹爹妈妈、抢糖吃的兄弟姐妹、隔着千山万水

彼此牵挂的朋友；把脸蛋儿晒红的阳光、充满清冷气息的北

风、飘落在眉间的雪花；浓郁的巧克力香味、火锅中翻滚的

牛肉片、还有那咬的太急而不小心顺着下巴掉在衣服上的西

瓜汁⋯⋯吃的香，睡的甜，掌心感受爱人的体温，心中抱有

不灭的希望，珍惜所拥有，已是最大的幸福。那薄薄的CPA

证书又替代得了这里面的哪一样呢？ 你我皆凡人，做到自己

能够做到的已是最好，毋需太过强求。给自己留上三两分的

余地，往往会收获一份意外的惊喜。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好

的努力。抱最轻松的心态，应对最疯狂的考试。相信自己，

心若在，梦就在！ 从零和博弈的角度看，付出终有回报。汗



水和泪水，都将换回一个比阳光还耀眼的灿烂笑容。水到渠

自成，厚积终薄发。它，不过就在前方⋯⋯心态篇 06的征程

已经开始，亲爱的朋友们，别忘了微笑着面对，没有什么是

过不去的，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我们是最棒的！！！ 其

实各个BBS上关于学习经验的贴特别的多，里面全都是“先辈

”们心血之作。俺本是个小小兵，实在不想来说这些，不过

差事赖不过身，就勉强着说说自己怎么念书的吧，看了不要

笑话就行！ 有句话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自小被教

导着要先预习后学习再复习。因为懒，不想加多一道工序来

增添念书的辛苦，所以从来不预习，又知道此等行为实在是

违背了旧有观念，只好琢磨出些借口来论证其可行性。CPA

的课程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接触，从零开始，试过自己看书，

可基本上是才看完序言刚进入正题就开始一头的雾水。与其

闭着眼睛瞎琢磨，不如找个明师来引导，索性直接进入了正

题⋯⋯ 第一阶段：选课。书只一本，师却数个，各有所长，

众口难调。每到报名时，择课的讨论此起彼伏。但，网络教

育毕竟也是立足于市场经济，放眼于众生腰包的一项事业，

它不可能请上不得台面的老师来授课。大可放心，每一位老

师都必然有他突出的长处，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适应他们的问

题。选择好老师，就要相信他，更要相信自己。 第二阶段：

购书。市面上的习题集真多啊！每回到春季，简直是乱花渐

欲迷人眼。对这个了解不算太多，不过总脱不过《梦想成真

》、精讲精读罢了。只提醒一句，买了就得做，两遍最好，

一分钱有一分钱的用处，物超所值才划算，切忽浪费，否则

不如留着请我一顿KFC。 下面终于要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了（

嘻，没法子，两千字才够交差，见谅见谅）。 第三阶段：听



课。打开电脑，看着屏幕上那一个小小的人儿，你要能不分

心，呆会记得来教教我。反正我听课是，喝喝水，吃个桔子

，照照镜子，摸摸眉毛，然后看看QQ上有谁在没，小动作多

的一蹋糊涂。好在不像面授课，惹不着老师生气，不幸中的

万幸了。总算还知道重点仔细听听，非重点的时候才动动别

的，实在漏了地方也会老老实实倒带重听。老师的作用在这

里特别明显，给你树立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明确重点难点

考点。我不太赞成重复听课，毕竟讲的再详细的老师也不可

能把全书的每个角落都给顾及到，没这个必要浪费时间。至

于听几个老师的课，呵，除了最开始为了寻找适合自己学习

方式的课程，其它时候是不是有点做无用功呀。 第四阶段：

看书。到这地步，可就没人能帮忙了，啥都得自己搞定。听

完课脑子里有个框架了不是，成，这时候该往上添砖加瓦。

老师讲的再好再棒再容易，那都是人家肚子里的本事，没你

什么事儿。要想学明白，会做题，敢考试，能及格，乖乖儿

，孤灯半盏，人影一双去建座黄金屋寻那颜如玉。整本书看

完以后，80%的基础知识点懂了，赶紧着去做题巩固巩固，

这个过会再说。一轮看完，挺不争气的发现，不好，最少忘

了一半，而且还有20%的难点挺糊涂。没事，开始第二轮呗

，本来记下的记的更牢，忘了的也能拾回来，难点也明白个

七七八八了。看完第二遍书，进入到全面做题的阶段，书摸

的少些，只有在哪个地方卡着壳又记不清了才翻一下相应的

知识点。第三遍书在串讲阶段看，非重点部分快速翻阅，串

讲提到的重点部分仔细看看。最后一遍书，在考前的头个晚

上看，只看划出的重点。书一定是越看越快的，以增值税为

例，每天两小时的话，我第一遍折合着花了七天，第二遍三



天，第三遍半天，第四遍是一晚上看了整本书。 第五阶段：

练习。练习的重要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明了，但希望你们

能深刻体会。经济法和审计偏重于记忆，做题数量不多。说

会计和税法吧，会计我是从中级开始学起，实务一实务二各

本轻一，每本两遍。注会的会计，轻一做了两遍，轻二做了

一遍，04年做了七本会计习题。税法年前看过一遍，做了04

轻一，注税做了它四遍，05年做了五本税法习题。数量保证

质量，量变终达质变。见的多，不可能出现你拿着题动不了

笔的现象；做的多，手快笔快脑子快，答完题应该不困难吧

。做题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遍题是在看第一遍书时

，看到哪做到哪，错题不少特别是主观题。没事，先圈起来

，再把答案看明白，瞅瞅人家正确答案是依据哪条理论来推

导，你又摔在哪块石头上。再做章节习题，是第二遍书看完

以后，书合起来，独立的做题。我喜欢用铅笔做客观题，擦

了可以写第二回，主观题用A4的白纸做，然后夹在一块儿。

这次，错的题少多了吧，一是因为知识点掌握的更好了，值

得美滋滋；二是因为这题见过了，眼熟，不要飘飘然。再做

错的题，用红笔圈着，尤其是连续两次做错的地方，千万弄

明白是粗心大意还是理论没掌握好。前者嘛，嘿嘿，太正常

了，考试的时候不这样就成！后者嘛，找到对应章节对应段

落，对着答案，弄懂最好，弄不懂，多看两遍，背也该背个

七八成吧。在临考前半个月，可以开始做模拟题，还是比较

赞成模拟考试，在比规定时间短半小时内答题（你得留涂卡

呀，写名字的时间对不），自己判分。模拟题大概做个五套

可以了吧，主要是找找考试的感觉。 第六阶段：串讲。很拿

不准串讲的性质，可信度实在有待商榷。不过，明白一点，



除了法律串讲值得等待，其它科目帮不上多大的忙。想想看

，税法重点谁不知道，三大流转，三大所得加个土地增值税

和印花税囊括所有的计算和综合，小税种出客观题。这还用

得着说？所以，要表达的观点是，串讲要听，不可放过一丝

机会，但不要偏听偏信。也不可能把考题给说出来，那你要

不会做还不是看着它干瞪眼？相信串讲是建立在相信自己的

基础上的，切记切记！ 都讲六点了呀，发现自己还真能掰

，2100多个字了，够交差了，收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