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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9A_E8_80_83_E8_c45_546033.htm 注会考试“改革” 09

年注会考生的应对策略 自8月26日中注协下发《注册会计师考

试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以来，广大考生表现出了极强的关注热情。这一新的考

试制度对在校考生和在职考生都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总

体来看对考生实务水平要求更高，这将对在校考生带来挑战

。专家提醒说，还未完全通过考试的考生一定要争取在过渡

期内通过剩余科目的考试。由于试点阶段考试题目可能不会

很难，建议准备明年报考的考生则应抓住机遇，力争在新制

度实行的头几年通过考试。 为了让广大考生能更好的应

对2009年注会考试，建议大家在注会教材出版前做好准备，

以下是针对2009年注会考生的复习建议： 1、要让自己深刻体

会到注会的命题规律 注会考试其实并不难，考生要把握住这

个考试的特点，然后制定一个科学的复习计划，坚定的去执

行推进，通过是顺理成章的事。 注会考试界有句名言“重者

恒重”，即注会考试的重点内容是基本固定的，每年虽有变

化，但涉及主要内容却是基本不变的（相对于近五年注会而

言） 通过历年真题的学习，可以感性认识注会考试的题型、

命题风格、各学科分值分布、考察的重点及难易程度。 我们

虽然说“重者恒重”，但每年仍有很多人落马，为什么？因

为有的人只知道答案，而没有真正的了解和掌握。知识的掌

握分为两种，一种表面的掌握；另外一种就是理解后的掌握

。如果只是表面的掌握，当考试的方式改变了，侧重点不同



了，就没有办法做题了。而理解忍气吞声的掌握则可以真正

将知识转化为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通过历年真

题的学习，考生不仅要知道正确答案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同

时了解该知识点还有怎样的运用。 历年真题充分体现该题命

题思路和意图，考生通过分析题目的关键要点，了解相关内

容的意义，学会从命题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寻找切入点，培

养“题感”。 2、充分有效的利用历年真题 有很多考生手中

都有历年真题，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都会了，一旦到了考场

做题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教大家一个利用真题的好方法： 

（1）要亲自动手做 很多考生看书的时候不动手，而只是简

单的阅读，这样的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在平时复习的时候，

一定要勤于动笔，做题时一定要动笔将答案写出，看与标准

答案的差距在哪里，同时做题本身就是对该问题的又一次升

华，这对于知识的掌握和发现“盲点”都是非常有用的。 

（2）要不断的反复看 对于历年真题的利用中，很多考生认

为，我做了一遍，所以以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了，这是不行的

。历年真题一定要反复看，“温故而知新”，而且你看得多

了，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陷阱，哪些是难点，这些知识点可

能会以什么角度命题，这样才会有更深的理解。 （3）要把

真题当模拟题做 历年真题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考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可以将历年真题作为模拟试题来做，测试自己的

复习程度。即使在最后，你为已经完全掌握的情况下，也还

是可以通过做历年真题发现自己知识的“盲点”。 3、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好考试科目的组合。 这个组合不是统一的

，要因人而异。考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作出相关的选

择。如果选择的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一般情况下，



第一次考试，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有把握的课程。这样，对于

树立自己对注会考试的信心是很有帮助的。《会计》，《审

计》一定要在同一年考。因为，《审计》的综合题，是一定

会涉及《会计》的内容的。如果不掌握最新的会计内容，想

通过审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你考《会计》时，不考

《审计》，那么，等你考《审计》时，又要把新的注会《会

计》的内容学一遍。这样，相当是增加了自己的学习负担。

4、最好能参加一些专门的考前培训 参加培训的目的是利用

外界因素督促自己学习。大部分考生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尤为重要。此外，在课后要认真整理好

课堂笔记，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一定要亲自动

手整理一遍笔记，很多知识点在写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被记住

了， 尤其是记忆点比较多的《经济法》、《税法》科目。 5

、注重考试技巧 要学会放弃，不会做的题就放弃，省出时间

研究会做的题，尽量做到会做的题不丢分，要准确性。 对只

要结果不要中间过程的填表题目，在对子项没有绝对把握的

前提下，小合计、总计等项根本没必要去填；在对所有调整

事项没有绝对把握全部调整正确的情况下，所得税、未分配

利润等项也没必要去填。 保证考试时客观题的得分。因为，

如果客观题能拿高分，那么，只要在综合题中拿到一定的分

数，通过这一科的概率是很大的。因为对于绝大部分考生来

说，综合题的得分率不会超过60%，所以，对于客观题一定

要每分必争。 考试时对计算题，要分步做。分步的好处一是

既便结果错了，分步还能得分，二是你把自己的思路给了老

师，老师会根据你的思路酌情给分。 6、注会成功必须练就

三种能力 第一是忍受孤独的能力。因为在你成功以前，你永



远是孤单的，没有人能帮得上你，没有人会崇拜你和注视你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只帮助那些帮助

自己的人）。所以，人是孤单地奋斗的。不管有多少人在你

身边，要真正达到成功，主要还是靠你自己。 第二是忍受失

败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失败太多了。你如果一次失败就

不能承受这次失败给你带来的压力，那你也就完蛋了。因为

一个人生活中通常失败为多，成功为少。你行动九次，大概

六到七次可能是失败的。每次行动都成功的人并不多。但每

一次失败都是后一次成功的基础。毛泽东打仗的时候也打过

败仗。看过《三国演义》的同学就知道，诸葛亮打仗的时候

更多的是失败而不是胜利，但他却一如既往地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这是因为他有精神支柱，他想把蜀国搞好，不辜负

刘备的希望。 好多考生失败以后常常找外在的理由，学习不

好是因为教师太糟了，是因为父母不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因

为没有时间等等。所谓的外在理由都是为自己寻找逃脱责任

的借口。如果你失败了，没有任何外在的理由；一切的失败

都应该归咎于你自己。如果你抱怨考试制度不行的话，那为

什么在你身边的很多人都能成功，而你不能成功呢？ 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个社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尽管机会面前

人人平等，但是，抓住机会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失败

了，其根本原因在你本身。任何寻找外在理由来为自己开脱

的人都是愚蠢的。任何失败的原因都必须从自己身上去寻找

。 第三是忍受屈辱的能力。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受到侮辱。

你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横眉竖眼，你会觉得受了侮辱；你

想出国，得盖近20个章，每一个章都需要求爷爷拜奶奶，所

以每一个章几乎都是一个侮辱。但面对屈辱，有的人能当作



动力，有的人就从此沉沦。 韩信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就是因

为他有忍受屈辱的能力。钻裤裆是奇耻大辱，但当时的他是

不得不钻的，如果不钻，他只有两个结果，一是他被那个人

杀掉，从此没有韩信了；二是他把那个人杀掉，他赢得了暂

时的胜利，但从此也没有了韩信。因为他杀人了，杀人者偿

命，他就会被法律杀掉。任何一个结果都会消灭韩信，历史

上就不会有韩信这个人。韩信之所以能作为忍辱负重而成大

业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传，就是因为他钻了裤裆。

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钻裤裆，只是为了钻裤裆而钻裤裆

，那你就成了钻裤裆专家。你钻裤裆的同时眼睛是看着未来

的，你心中有着远大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以后，忍受暂时

的苦难和屈辱是必要的。 所以，忍受孤独的能力是成功者的

必备条件；忍受失败的能力是重新振作的力量源泉；忍受屈

辱的能力是成就大业的必然前提。“忍受” 能力，在某种意

义上构成了你背后的巨大动力，也是你成功的绝对要素。如

果你忘了这些，只是一门心思地学，学到最后你什么成就都

不会有。因为你没有强大的精神状态，没有精神状态的人活

着是不可能有成就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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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