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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3_A8_E7_A8_c46_607692.htm 2008年，我一次五科通过

成为注册税务师，同年，我的注册会计师2科合格（2007年3

科合格），又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奥运年，成了我的考试

年，也成了我的收获年，现就学习的一些感想略谈一二。 1

、要有滴水石穿的执着。我原来在一大型央企做会计，06年

下海经商。半年后宣告经商失败，我在彷徨中意识到自己的

出路还是在会计。可中国有1200万人的会计，市场上不缺会

计，缺的只是高端会计人才。要想得到市场认可，通过CPA

、CTA考试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认准了就上，我内心产生了

无比的动力，在2007年劳动节黄金周开始了认真的学习。直

到2008年9月注会考试结束，我一直过着几乎炼狱般的生活，

平均算下来每天学习4小时以上，我深知滴水石穿的内涵，只

有长期的不断滴水，才会有可能石穿。如果你想尽快通过考

试，你必须具备这种执着，让你有持续不断的趋动力。 2、

要有稳步推进的计划。CPA、CTA考试是蒙不过去的，要么

你特别的聪明，要么你特别的用功，只有对知识的掌握要达

到一定的程度才能通过考试。学习计划对于想一次全科通过

的考生而言尤显重要。每个科目都要学习，每个科目又都有

侧重点，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考试时间，排好计划后稳步推进

。我的CTA是从07年12月开始学习的，我当时的计划是：

在08年2月份拿到新教材之前将《税Ⅰ》、《税Ⅱ》、《税代

》学一遍；08年5月底前将五科全部学习完成2遍，且做完《

应试指南》所有题目；6月份每天一套模拟试题，通过做题再



看教材。我基本是按计划推进的，只是对重难点知识的学习

远不止2遍，可以说不能简单以遍数来计量了。 3、要有逐一

掌握的节奏。知识体系是由一个个知识点组成，有些知识点

有关联，组成一个知识链条；有些则没有关联，是记忆性知

识点。对考生而言，不管你掌握得有多好，在看书做题的过

程中，总会碰到生疏的地方，特别是同时学习几门课时，偶

尔会感觉不会的东西实在太多，不知道从何入手，看着这门

课又想起那门课，看着那门课又想起这门课，随着考试的临

近，让人倍感紧张。现在想想，其实人们在6个月时间里可以

做很多事情，一个月30天，一天就有24个小时，只要付出行

动去将不熟悉的知识点逐一攻克，随着理解程度的加深，到

考试时，不会的自然就越来越少了。另外，前面不能解决的

问题可作好标记，有可能在后面的学习中就会自然理解。我

的《应试指南》前面的几页纸上，写满我学习中碰到后未即

时理解的问题，学完全书后发现部分问题已迎刃而解，同时

能明显感觉到开始时对知识理解的局限性。 ４、要有应试考

试的思路。应试考试不同于实务工作的处理，为了保证答案

的唯一性，题目中必须反映充分的信息，如何捕捉题目中的

有用信息成为通过考试的关键。除了知识体系的建立外，对

题目信息敏感性就非常重要了。我在考试的前几天请假，在

真实考试的同一时间段模拟测试。如在上午9：00-11：30就在

家全真模拟考试，时间不少，工具不少，答案的书写也按考

试的要求，这一招非常管用，让人更容易进入考试状态，也

更懂得考试时对题目的取舍，可以说值5分。另外，我个人认

为CPA、CTA考试的阅卷比较标准，不算苛刻，给分也不吝

啬。 ５、要有纵揽全书的高度。各章节、各科目之间，或多



或少都有一定的关联，知识链交织其中，要从纵揽全书的高

度，多看课件“前言”及“串讲”，时常看看教材目录，对

学习会大有帮助。CPA、CTA是经过多年的成熟考试，与执

业基本技能相关的知识始终是考试的重点，抓住全书的重点

，也就抓住了主要的得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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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