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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5_632114.htm 回想起那些备考的日日夜夜，

回想起在大家庭每一天，心中颇有感触。我喜欢这儿的文化

氛围，喜欢这儿的学习气氛，喜欢学友们那种认真的学习态

度和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两年半中自己依托网校的帮助完

成了学业，从学友们身上不断汲取动力与经验，自身财务水

平和实务操作能力上均有了较大提高。考完最后一门之后，

我有两个想法：一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学友们交流，希望

能给学友们少许启发，顺利通过CPA考试；二是继续在跟着

学友们学习，巩固自己的业务水平。 两年多，自己在工作之

余通过考试，也算是幸运之人，认真总结了以下四点心得与

学友们共享： 一、澄清目标，有的放矢 《财管成本管理》第

一章开篇先讲财管目标，是因为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了财务管

理的内容与职能。同样，参加CPA考试首先也要明确自己的

目标，只有明确目标才能清楚努力的方向，才能有勇气与毅

力去克服种种困难。我用“澄清”两字来表述目标的确立，

感觉有些不妥当，只是找不出更能表达我内心想法的词语。

报考前请你一定要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去考。我在2002年曾

经报考一次，而且是一次性报了5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考试的难度是什么样子，也没有明确的考试目标，那年

我仅参加了《会计》与《税法》的考试，上午《税法》坚持

到底了，考完一点感觉没有。下午考《会计》的时候我做了

不到半小时就要交卷出场，因为我发现我会的他们都不考，

考的都是我不会的，自己一直认为会计专业出身考会计应该



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太多的题不会做，被监场老师硬是“

强制” 到半小时哨声响起才很失落地离开考场。2005年的成

绩直到2008年再次报考的时候才去网上查了，两门加起来不

足60分。那次报考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从而没有足够

的动力。但是2005年我的目标明确了，我要通过CPA考试提

高自己的财务水平，给升迁创造更多的机会，还有就是打算

在不远的将来，自己可以拥有一份第二职业，由于工作岗位

的变更，自己能决定如何安排工作，可以挤出学习时间，具

备报考的客观条件。这次，明显不同于上次，我上网查询了

许多相关资料，了解考试情况，选择了系列辅导资料，开始

了我的CPA之旅。2005年一同报名的同事有6个，结果考试那

天只有我一个人去考，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复习好，就是因为

特殊原因放弃考试了，仔细想想他们的情况，其实是目标不

明确，特别是两个刚大学毕业的小同事，见别人报也跟着报

，也许只是为了把注会书本当成学习资料看看吧。 考注会的

路很漫长，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没有信念，就经不起困难与挫

折的洗礼，就很可能因为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去放弃。近三

年的考试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很奋进的学友，他（她）们

学习很用功，但这些学友们有好多没有坚持下来，有的是因

为家庭原因，有的因为身体原因，也有的因为工作忙的原因

，一个又一个的放弃了，虽然我觉得很可惜，可每个人所处

的环境不一样，考注会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学友最值

得我学习，每夜的苦读，原因是为了实现妈妈病危的嘱托，

而自己却不知道考注到底能有什么用处，两年没考完就放弃

了，我想直接原因不是学习动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考试目

标不明。 所以说，在报考之前，你要明确自己是为了什么而



去考，自己是否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去迎接这个挑战，自

己是否有时间与精力去考，明确了这些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才能顺利通过考试。说这些也并不排除有的学友有这种学

习天赋，即使没有这么明确的目标也能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过

。但我还是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有这个明确的目标更好，特

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在岗工作的学友们来说，时间与精力都

没有充分保障，有个目标，稳打稳扎地去考，不失为了一个

好的方法。 二、树立信心，战胜自我 CPA考试既是一个攻坚

战又是一个持久战。有的学友能在一两年内全科通过，而有

的学友会经历过几次的循环，我不承认人与人之间智力有太

大差别，我相信报考CPA的IQ都不低。差别主要在于时间与

精力，“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另外，有一

定的基础要比非专业报考者的压力少得多。一年通过的学友

应该也不会认为考注很轻松，对他们来说考注是一个攻坚战

，一年内集中精力，全力以赴，而对于经历过循环的学友来

说，考注是个持久战，需要你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无论

哪一种情况，都首先需要你自身具有一种“自信”的精神，

不相信自己能一年通过的人是很难去努力通过的，不相信自

己一定能通过的人，是坚持不了5年以上的考试折磨的。“自

信”很重要，在你锁定考注目标后，接下来需要的就是“信

心”了，有决心、有信心方能从主观上奠定通过考试的基础

。 三、统筹安排，稳步推进 有明确的目标和充足的信心，只

是具备了主观上的条件，客观上还要具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学习方式和方法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起居习惯、工作

性质及时间安排学习。我自己的学习方法如下： 一是制定长

期的复习计划。一次过5门的大有人在，要认真分析自己是否



具备时间、精力、财务基础等因素，不具备的时候要有长远

打算，能在两年或三年内通过也是很不错的成绩。我最初是

打算是第一年过两门，第二年努力过三门，结果没如愿，我

的时间及精力只能让我过了两门，所以又奋斗了一年，假如

财管仍过不了，我还会继续奋斗。最好不要计划每年一门，

这样最后一年风险很大的。 二是合理搭配报考科目。报考科

目的搭配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是绝对，我最初不知道《会计

》与《审计》的关系，第一年报了《会计》与《税法》，报

名后才知道《会计》与《审计》的联系，我再回报名点，人

家告诉我要等到明年才能再报《审计》，当时很沮丧，可又

没办法变更所报科目了，只好硬着头皮学了，最后结果是我

第一年通过了《会计》，第二年通过的《审计》，所以说任

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具体如何搭配报考科目，网上有这方

面的资料可查，我的体会是“重点先突破，难易要结合”，

《审计》与《会计》属重点课程，也是难度较大的课程，先

将这两门拿下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两法是公认比较容易的两

门，我总觉得《税法》与《经济法》都属于记忆型的课程，

将其中一门与《财管》结合比较合理，因人而异吧。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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