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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5_99_c44_589714.htm 如何在短时间内有针对性地进行

复习，全面、系统地领会吃透会计职称考试各门课程的学习

要点，最大限度地提高考试成绩，是广大考生最为关心的话

题。下面一些心得与体会，希望能对广大考生复习考试有所

帮助。 一、全面研读教材 考生往往希望学习和复习的范围越

小越好，甚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辅导老师考前的之上，这种

心情可以理解，但经验表明，要想顺利通过中级考试，不能

放松对教材的全面研读。老师最后的重点押注是在你掌握了

整体以后再集中有限的时间在重点章节上，也就是教你锦上

添花的。会计资格考试的试题基本上是不超出指定教材范围

的，指定教材阐述了大量的基本问题，从教材第一页到最后

一页，每个部分都有可能考到。2001年中级会计实务二的一

道判断题，就考到了教材上的最后一个问题。考生只有充分

准备，在考试时才能游刃有余，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 教材

是考试的根本。一般来说，指定教材包含了命题范围和答案

标准，你必须按指定教材的内容、观点和要求去回答考试中

的所有问题，否则你很难获得高分。善于总结和系统把握是

成功考生复习时的‘常规武器’，也是考场上屡次取胜的两

大‘法宝’。所谓“善于总结”就是在仔细看完一篇教材的

前提下，一边看书，一边作总结性的笔记，把教材中每一章

的要点都列出来，从而让厚书变薄，并理解其精华所在；所

谓“系统把握”就是不仅要系统全面地把握每一课程，而且

要系统地把握中级职称考试三门课程之间的密切联系。每门



课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将各个章节割裂开来。比如

中级会计实务中的很多章节都是有机联系的，比如金融资产

和投资性房地产都涉及到了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贷款应收

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债券以及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核算

都涉及到了实际利率摊销法的核算特点，掌握了一个以后，

剩余的知识点就可以不攻自破，所以考生要注意把握根本，

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费时又费力。另外会计实务的内容对

财管又所促进，成本分析、成本核算都是会计相关内容；另

外财管中的现金流量观念又和中级实务中的金融资产、摊余

成本计量资产有很大联系。 研读教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考生宜早做安排。很多考生在学习上喜欢先松后紧，

一开始并不在意，到考前突击复习，搞得十分紧张。每年临

考之时都有一些学生遗憾地抱怨，再有一周时间复习肯定能

够过关，与其考前后悔，不如笨鸟先飞。强调对教材的研读

，是要突出全面理解和融会贯通，并不是要求考生把指定教

材的全部内容逐字逐句地背下来。研读教材要注意准确把握

文字背后的复杂含义，因为指定教材是根据准则、制度及相

关法规编写的，而准则、制度及相关法规的语言十分严密，

逻辑性极强，要认真把握。研读教材还要注意不同章节的内

在联系，能够从整体上对应考科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掌握。 二

、深刻把握重点 对教材全面研读的同时，考生也要注意抓住

重点进行复习。因为不同科目各部分知识点的重要性是不一

样的。每门课程都有其必考知识点，这些知识点在每年的试

卷上都会出现，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对于重要的知识点，考生一定要深刻把握，能够举一反三，

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考生在复习中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把



握重点，避免平均用力气。因此，全面研读教材与重点把握

教材都很重要。另外听老师讲课一方面是解决自己的专业问

题困惑，另一方面是让自己更从容的应对考试，毕竟专业和

技巧都是很重要的。关于科目的重点内容问题，个人就简单

以一个例子说一说了。 比如中级会计实务的重点是比较突出

的，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

组等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因为新准则变化了很多；至于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都是传统的内容，变化不是很大；很多其

他章节都涉及到了会计实务处理问题，也就是在一些具体资

产内容基础上的会计实务处理，这个是要搞清楚的，比如对

于长期股权投资和合并报表，一个就是属于基础内容，而合

并报表就是属于会计实务了，重点还是在长期股权投资这里

，把握好了长期股权投资处理实质，尤其是成本法和权益法

的处理要点，那么合并报表之前的追溯调整就是很简单的事

情了，很多考生觉得权益法追溯调整很难，其实一是没有搞

清楚追溯调整就是推翻之前的成本法，用权益法重新计量；

而是没有掌握好成本法和权益法的差异，追溯调整一般是针

对差异调整的。所以合并报表最终考查的是长期股权投资两

种核算方法的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是合并报表中内部交易的

抵销，很多人对这个处理摸不着头脑，其实很简单，重点就

是一个思路转换的问题。比如内部交易的存货，集团角度是

有一个成本的，内部交易后有一个个别报表核算的成本，那

么两个成本由于存在差异，那么后续结转成本、计提减值、

转回减值、转销减值等处理都会有差异，而不管是集团角度

还是子公司角度，这些处理都是很简单的处理，考生需要做

的就是找到这个差异，然后做成会计分录。至于会计分录记



住也可以，而如果你找到差异了不记住也是可以的，考查的

是你的基本功底，而不是合并报表的问题。 三、练习巩固提

高 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有些内容实际业务

中很少接触，仅仅依靠记忆和自身理解来准备中级会计资格

考试是远远不够的。适当演练一些高质量的练习题，可以提

高考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运用水平，进而提高应试能力。

通过练习考生可以逐渐总结出考试内容的某些重点与规律，

发现自身学习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高。 适

当做一些练习题和模拟题是考试成功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这点上，网校的辅导是比较科学的，基础班让你大体掌握一

下教材，强化班会让你在重点内容上有所突破，然后紧接着

习题班就教你做题思路和方法了，然后冲刺班就最后让你有

个提高，经过这样的训练，一般人都可以通过考试了，当然

还需要自己在下面熟练熟练，做题是必不可少了，辅导给的

是方法，自己还需要体会体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试就是

做题。所以，在应试学习过程中，适当地做一些练习题和模

拟题是考试成功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众所周知，中级职称

考试所涉及的各个科目均具有严谨性、务实性的特点，尽管

很多问题从理论上讲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需要运用

专业判断，但在考试时，考试试题的答案都应具有“唯一性

”，客观性试题尤其如此。这里的“唯一”，实际上也可以

说是“统一”，即统一于“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的各

“考试点”。但考试大纲只规定了考试范围，并未给出具体

的考试内容；指定教材通常也只是就考试大纲规定的范围平

铺直叙地加以展开说明。如何将“指定教材”中各“考试点

”（由“考试大纲”决定）与“考试试题”的“答案”联系



起来呢？这就要求你在理解指定教材的同时，必须做一些练

习、模拟题，并能举一反三。可见，每一位考生还必须得有

一本与指定教材相配套的习题复习资料。 一本好的习题复习

资料应该按照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的内容，以“考题”的形

式进行归纳整理，并附有多套模拟试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通过练习、模拟，你可以自我测试对教材的理解掌握程

度，了解哪些内容知道，哪些问题能回答，哪些章节没把握

，哪些试题你以前根本没见过，哪门课比较起来掌握得较好

，等等，从而为你进一步学习做好思想和时间上的准备。但

复习资料不宜过多，选一两本就行了，多了容易眼花，反而

不利于复习。 多做练习固然有益，但千万不要舍本逐末，以

题代学。练习只是对所学知识的检验和巩固，应试能力的培

训核心在前面两个环节。做练习要尽量选择高质量的习题，

至少应保证是根据新教材编写的习题。重做历年考试真题也

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方法，但要注意，因为教材的变化，以前

考题的标准答案并不一定适合现在的考试。相关链接：2009

年中级会计师考试交流论坛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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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