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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8B_E5_8E_9F_E5_c45_218669.htm 我很清楚，我所做的

事是一般学生和考生都能做到的，并不需要具备特别的禀赋

。我确信，只要正确地学习，绝大部分考生都能考无不胜。 

一、关于应考学习方法 （一）应考的一般学习方法 1、举一

反三 掌握一条道理能够适当地去认识相近的几条道理，或能

够去解决几个类似情形的“案例”。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在

同一学科使用，而且可以跨学科使用。 例如，当我们在书上

看到，我国实行实收资本制。资产负债表上的“实收资本”

金额系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在实收资本制下，实收资本金

额必须等于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金额。 但当我们

看到中外合营企业关于分期出资的规定时，我们可以发现，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处理一定程度地偏离了“实收资本制

”在合营各方的出资全部到位之前，合营企业的“实收资本

”不等于“注册资本”。从这点，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推测，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处理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注册资本制

”，这样，会计便和法律产生了关系。 进一步的举一反三还

有：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方式的规定也体现了“实收资本制

“的精神；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不

允许有库藏股，这些都与“实收资本制”有关。 再进一步的

举一反三有：既然公司法不允许债权作为出资，那么，对公

司制企业而言，所谓的“债转股”便有了公司法上的障碍；

既然不允许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股票也不允许有库藏股，那

么，“股票期权”怎么操作?“股票期权”操作不了，那么是



否有其它的办法？ 也许，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需要时间来养

成，是一种习惯。 在穷于应付考试的那几年，我有时在有点

不可思议的时间里通过了考试，举一反三的能力起了不小的

作用。因为注意了举一反三，我可以少做很多题目。我从不

靠“题海战术”取胜，也从不担心会因为少做几道题目而少

考几分。随着举一反三水平的提高，题目可以越做越少。 但

这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有些“考友”，大概会觉

得年纪大了，养成这个习惯会显得迟，其实即使仅在一次应

考的学习中，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可能也会有意外的收

获。再说。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什么时候都不会太迟特

别是在提倡终身学习的今天。 学习举一反三到了一定水平以

后可能就是融汇贯通的境界了，就学习和对付考试而言，如

果比较熟练（还不必达到非常熟练）掌握举一反三的方法，

就已经足够了。 2、追求简单 “举一反三”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会发现，许多道理从表面看显得不同，实际上是没有

本质差别的，当把较复杂的道理与较简单的道理联系起来以

后，就等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英国的哲学家、数学家罗

素说 “凡是真理都是简单的”。一旦成了某一领域的大家，

经常很容易就成了许多领域的大家，这应该可以叫融汇贯通

了。有意识地追求简单，碰到较复杂的问题时，总是要想办

法把它变简单。 “简单”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自己觉得简单

，二是指能够用简单的话把问题讲清楚。 不少考友抱怨说，

看着书觉得明白，合上书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想，这与学

习时仅一知半解有关。考题将有些条件和前提作了改变时，

有的考友干脆就不会做。 我在近年的学习中，经常会在脑子

里假想，假如要我向别人解释这个问题，我要如何简单地讲



清楚，越简单越好。这是高效使用时间的方式，否则对问题

的理解不容易深刻。对知识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往往意味

着：书看了白看，读了白读，所“学”的知识不但在实务中

不能用，连应付考试也会显得困难。 例如，如果我们能用简

单的语言把合并报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清楚，那么就意味

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比较清楚的。 3、联想记忆 联

想记忆法的中心思想是把没规律的东西“联想”在一起进行

记忆。例如，要记忆人和天这两样事物时，我们可以想象为

“人在看天空”。 ⋯⋯ 反正，我们爱怎么联想就怎么想，只

要能记住它，做一些荒唐的想象也无妨。哪怕是再枯燥的条

文也有顺序。管理学大师法约尔就说过“事物都有顺序”这

样的意思。找不出顺序，多半是我们的水平和悟性不够。没

顺序，要想办法找出顺序；水平不够找不出顺序，就“联想

”出自己的顺序。即使是暂时记忆，我也肯定要找出或“想

”出顺序，毕竟，机械记忆力随着年纪的增大而下降，但联

想能力却会随生活经历而日渐丰富。而且，找顺序或“想”

顺序的过程，往往会加深对问题的理解。这种能力需要锻炼

。 （举例：背中学生守则、发行股票的条件） 我读书时经常

会有诸如此类的联想，自然联想，甚至只要一闪而过的联想

。这是一个习惯，如果能养成，很有好处。 4、用心的学习

心态 我不算“聪明”的那一类，这么说决不是谦虚，更没有

说谎。我这几年在考场上屡屡得手与所谓的“聪明”不存在

质的相关性。如果靠的是知识，是因为我进行了积累；如果

靠的是方法，也是因为我进行了积累；如果靠的真是所谓的

“聪明”，那也是因为我把它通过掌握方法和知识表现出来

了方法决不是“聪明人”的专利。 哪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呢?



我想是“用心学习”在起作用。 “用心”是一种心态，是一

种学习状态。很多人经常说没时间学习，其实不一定是没时

间，时间天天都会有，根本就是没有学习的心态。没有学习

的心态自然无法做到用心学习了。试想，如果连看电视的诱

惑也抵挡不住，任我们再聪明也是很难读成什么书；如果心

静不下来，整天庸人自扰，任我们智商再高也是枉然。在这

方面，我做得也不好，但我能做到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心学习

。我读书时基本上做到“专注”，窗外的歌声、麻将声，声

声不入耳。 聪明与智慧不是一回事，“用心”这种 “心态”

应该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有人“修炼“得很好，我还需努力

学习学习该干什么就专心或“潜心”干什么。“用心”的境

界可以通过培养兴趣来达到。我大学毕业后，读英语时，我

爱英语；读会计时，我爱会计；读法律时，我爱法律读什么

爱什么。达到了“用心”以后，学习时，我们会想着学习的

事，不学习时也会想着学习的事。学会计时，我在车上还在

脑子里想着一些问题，甚至在梦里见到了“借和贷”。这种

状态往往能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小奇迹。在CPA应

考学习期间，我们最好想办法进入“CPA状态”。 我寻找“

用心”学习心态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问了自己几个问题。 例

如，我是否有必要考虑这个事，如果有，我是否已经进行了

充分的考虑，是否有必要再想。人往往会老想着一个问题。

实际上，无此必要。也许，有些事对我们确实很重要，但我

们没有必要用我们所有的精力去考虑它。在这个问题上，我

遵循着“满意原则”，也就是，我只花“合理”的时间考虑

一个事。因为，我认为自己花了一些时间考虑一个问题以后

，如果再多花一些时间，不一定会有“新解”，即使有，跟



时间成本相比，也不见得合算。即使因为我没有多花时间考

虑某个问题而失去了更好解决问题的机会，那么，我就视之

为贯彻“满意原则”的成本。我没办法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去

寻得“最优解”，那样，人活得很累。这当然有个“度”的

问题，这只能靠我们的主观判断。 考试的成功真的不在于所

谓的“智商”，而主要在于心态。只要有读书的心态，考试

这种事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难。 CPA的考生一般都是要在八

小时之外读书的，这不得不要付出一些代价，这也许是生存

的成本。在多事之秋，在我们处境不大宽松时，我们更要努

力拨出一份学习所需的宁静。 这里，我想再重复一遍学会找

出学习的心态是应付考试最重要的秘诀，否则，再高的智商

，再好的方法全是空的。 5、认识学习与应试的统一性 要是

真的认为学习与考试是两码事，那肯定是在开玩笑。没有人

会怀疑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拿金牌靠的主要是平时的训练水平

。即使有时其它因素起了主导作用，那种事发生的概率很小

，可以视为“误差”。我认为，考试的成绩主要是由学习的

效果决定的。我承认我在考场上用了一些办法，但这些所谓

的“技巧”是水平不够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是不起决定

作用的。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实力。学习的过

程才是主要的，考试合格是表象，基本掌握考试所要求的知

识是本质，同时也是目的。 学习和考试两者中，学习是本。 

“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可能可以解决考试问题，但通

过合适的方法学习也能解决考试问题，而且是解决考试问题

的根本办法。所以，考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学习的问题，解

决了学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考试的问题。 （二）应考CPA

的总体学习方法 1、确定学习的“次序” 2、考CPA不要泛读 



有些考友喜欢先把书泛读一遍，然后再精读。CPA考试的试

题偏难，对相关知识点考查得很细。根据这个特点以及我个

人的经验，应付CPA这种考试，把书泛读一遍等于没有读，

是浪费时间的行为。所以，我建议考友们，不要搞泛读，如

果要读两遍就认真地读上两遍。我建议，考友们要努力做到

只读一遍书。读一遍就要读细，否则即使读第二遍，我们仍

然很可能忽略读第一遍时忽略的问题。 3、处理好教材和参

考书的关系 考题“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应该是《大

纲》，是根据《大纲》编出来的教科书。我们不要为做题而

做题，我们要为掌握方法及相关知识而做题题目多得浩如烟

海，我们做到海枯石烂也做不完。 4、不要盲目相信重点、

押题。 应考CPA的学习目标应该是要清楚地掌握大部分知识

点。 5、记录错误和知识的关键点 就我的经验，对不懂、有

疑问的东西，我画上一个符号；担心自己会忘、对理解有关

知识点的关键之处，我也画上符号。 我们画上符号的地方就

是我们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财富，我们要珍惜善用，我每次考

试前，就复习这些特别的地方。 例如，在平时练习时，我们

忘了把含增值税销售额换算成不含税销售额，我们可以在一

个特别的记录本记录“含税要换算成不含税”或记录“100

／1．17”，这样，在考试前，我们只需要一秒钟就能起到提

醒自己的作用。 6、“微观搞细”和“宏观搞定” 不论我们

看几遍书，做多少习题，最终一定要把书上的相关知识读清

楚。所谓“清楚”就是要把书读“薄”，要觉得“尽在掌握

中”。如果我们读完书回头看一眼目录觉得“很清楚”，觉

得“成竹在胸”那么就可以了。 我们读书之前看目录是一种

陌生的感觉，认真读过以后，感觉肯定不一样。如果我们看



到有些标题还是很陌生，不知道里面讲的是什么，那么，我

们的学习肯定还不够，肯定有问题。认真学习教材、做一定

量习题是“微观搞细”的过程，看看书上的目录是“宏观搞

定”的过程。这时，我们看目录，经常会有意外的收获。所

以，读完一本教科书再回头看目录不仅是一种检验，而且是

一个必要的学习步骤。 7、把握好做习题的量 根据指定教材

编出来的习题，一般可以反映书上的有关知识。为了测试自

己对书上知识的掌握程度或者习题多得做不完时，有一种方

法可以供选用。 我们可以对习题进行“抽样”，然后只做这

些“样本”，“抽样”的办法可以根据情况，按题号进行选

择，例如只做奇数或偶数题号的题，或只选题号为“3”或

“5”的倍数的题目。如果翻开习题或是模拟试题时发现不少

考题就在书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学习是可以的，

那些题目可能就可以不做了。如果我们把与某部分知识相关

的习题样本完成得不错，也可以考虑不再做习题了。这种方

法类似于《审计》教材介绍的审计抽样技术。 8、学习考题

一种有效的应试技术 一般人认为，考过的题目不会再考，但

根据我的经验，考过的试题很容易再考。学习考题还有一个

依据考题一般能反映出知识体系的重点，即使我们不能读到

考题，从学习的角度看，通过学习考题的方式把知识的重点

复习一下也是很好的。 “学习考题”时光看答案的效果不好

，如果时间允许，我碰到模糊的问题会翻到教科书相关的地

方仔细看看，我往往就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认识。 9．考试

结束后的一项学习程序 考试结束后，我们可以把相关教科书

翻一遍。这样可以印象深刻地掌握一些知识，可以知道命题

者怎样整考生的。 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在书上。读到考题”



的能力会越来越好这是应考学习的一种重要感觉。所以，我

们不要以为考试后翻书是无聊的行为。 10.在战术上重视“敌

人” 不论考什么，最好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专长，考CPA更

是这样。笔者以为，学习上“不能自满”并不是品德的要求

，而是客观规律的要求。在注册会计师考试中，不少会计方

面的专业选手会在《会计》和《审计》考试中“意外”失手

；有的人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却考不过《经济法》；有的人

读的是税收专业却考不过《税法》；学理财的也有可能考不

过《财务成本管理》。这些都不奇怪。其原因既不是注册会

计师资格考试的难度超过了专业水平，也不是专业选手的水

平低到没办法应付这种考试的地步。我想，原因主要在心态

上，没有哀兵的心态自然就不会很认真地去准备了。所以，

“哀兵必胜”是很有玄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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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