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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645747.htm 前 言 一、审计学科及《审计》

教材的特点 审计学科和《审计》教材的特殊性，是造成《审

计》考试较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审计学科在我国形成

时间不长，八十年代初期国内才开始开展审计专业教学，内

容多以国家审计为主，且师资力量不强，大多数考生没有接

受过系统的审计理论教育，亦较少接触审计实务，而《审计

》试题主要是测试考生对审计的理论与实务的掌握程度，这

是导致《审计》成绩较差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我国《审

计》教材的编写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教材的内容，直译内容

占了较大比重，有些语言表达不符合汉语习惯，也不符合我

们的思维习惯。学审计很累，累就累在咬文嚼字上，有时一

句话要反复分析才知其真实的含义，学习效率和效果比较差

，这也是导致学审计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三）《审计》

教材的编写体系不完善，内容繁杂，知识点拼接的痕迹较明

显。教材在编写时注重了各知识点的介绍，缺乏对审计的整

个工作程序的系统阐述。教材内容较多地取材于《中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准则指南》，且有的地方前后表述不一，以致很

多考生学了教材后，对审计实务过程仍旧不甚了解，不知审

计在干什么，学完一遍之后头脑一片空白，严重挫伤了学习

的积极性。 （四）审计是一项理论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专业

，理论为实务操作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在实际运用过程

中，很多地方要用到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不像其他科目

答题的内容和方法具有确定性甚至唯一性，而考生大都没有



从事审计的执业经验或对审计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以至于

在考试时机械答题，这是很多考生答题之后难以得分的又一

个原因。 以上几种原因都会给考生增加学习和考试的难度，

因此考生在学习时应掌握其学习要领。 二、知识结构分析

2009年度《审计》教材共由8编28章组成，根据其所涵盖内容

的性质，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四个部分： （一）注册会计师

审计的基本知识（第1～6章）——识记 这部分包括审计概论

、注册会计师管理、职业道德、执业准则和法律责任。这六

章的内容是作为一名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的基本知识。 这类

知识一般难度较低，考生只要看看就能明白，这部分的内容

多以客观题的考核为主，学习重点应该是掌握与理解有关的

概念。考核职业道德方面的简答题较多，这类考题充分体现

了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本理论

与基本方法（第7～14章）——理解 这部分应该说是全书的重

点，也是难点，它涵盖了注册会计师执业中必须掌握的各种

审计技术，包括审计计划、审计程序、审计证据、审计工作

底稿、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审计抽样等等。 对于未从事过

审计具体业务的考生来说，该部分内容的学习难免有点抽象

和不易理解，也是历年重点考查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多

种题型命题，考生应将这部分知识理解透彻，做到融会贯通

，不仅能解答客观题，而且要注重简答题和综合题。建议考

生结合教材做一定量的强化练习，有条件的话，可上辅导班

，包括面授或网络远程辅导，这样可以减少对审计相关概念

与理论知识的陌生感。 （三）注册会计师报表审计实务部分

（第15～26章）——运用 第15～20章是循环审计部分。该部

分与内部控制、会计相关知识联系较紧密，涵盖了大部分注



册会计师审计的具体实务内容，其章节按业务循环划分为销

售与收款循环的审计、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审计、生产与存货

循环的审计、人力资源与工薪循环的审计、投资与筹资循环

的审计、货币资金的审计等。 第21～24章是指在财务报表审

计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项目的审计和需考虑的事项。包括对舞

弊的考虑、审计时如何利用他人工作、与治理层及前任注册

会计师的沟通，审计时对会计估计、关联方等内容。 第25

～26章包含了完成审计工作和出具审计报告的相关内容。其

中涉及比较数据、期后事项、持续经营等特殊事项的程序，

还包括了结束审计前的工作以及撰写审计报告等内容。第26

章是历年重点考查的内容，审计报告要能全文背诵。 （四）

其他相关业务（第27～28章）——了解 该部分包括特殊目的

审计、验资、财务报表审阅、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等。这些

业务是注册会计师除一般目的财务报表审计外从事的其他鉴

证业务，也需要理论与实务的结合。这部分的知识可以说属

于次重点，要求考生明白其基本原理。 三、学习方略 （一）

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制定好学习规划，做好时间安排。复习时

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按照进度进行，考生应在四、五月份正

式开始学习。 学审计的感觉：看第一遍云里雾里，看第二遍

摸出门道，看第三遍融会贯通。 首先快速将教材通读一遍，

这阶段最好不要中断学习，一气呵成。不要急于做练习，否

则会降低学习效率，没有成就感，且会挫伤对《审计》学习

的积极性。如果以前未曾接触过审计，看第一遍的感觉云里

雾里，不知教材所云； 第二遍开始精读，做练习，复习时要

了解各章的基本内容和知识框架，细心领会老师的讲解，要

做到对审计有一个全面了解，在审计教材中能够理清一根主



线来贯通； 最后是第三遍是对重点难点内容仔细研究和掌握

，要抠细节、抓难点，把时间花在重点内容上，对自身薄弱

环节进行强化，每周至少通看一次教材（不用花太多时间，

抽出半天时间即可），做一些综合性强、水平较高的题目，

特别是高质量的模拟题、历年考题；临考前一周，主要看看

教材和历年考题。考前一天，将教材基本内容过一遍。 实际

上，在考前看书不止三遍，这里所说的三遍实际上是指学《

审计》的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 （二）不要死记硬背，要融

会贯通 “审计不是背出来的”，这是我在《审计》辅导课堂

上常对学生所说的一句话。《审计》在于理解，有的考生能

够把教材中的重点内容倒背如流，但却无法通过《审计》考

试，这也是很多考生对《审计》存在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也就是说，他还未真正理解《审计》。学审计，应抓住审计

脉络，以风险审计为主线的审计思路非常重要。 学习审计要

做到思路清晰，再适当记忆。如2008年考试中的风险应对程

序，记忆的内容就较多。有些报告内容虽然较长，也必须一

字不差的背下来。 （三）突出重点，对《审计》理论与实务

的学习应合理安排 根据《审计》教材的内容与考试的的特点

，我们可以将《审计》的全部二十八章内容按“重要性”原

则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 层 次 章 节 高层次 第13、15

、17、25、26、27章 中等层次 第4、5、6、7、8、9、10、12

、14、16、20、22、23、28章 低层次 第1、2、3、11、18、19

、21、24章 （四）多做练习，多看以前的考题 审计知识点多

，不做练习难以将考点记住和把握好。 多做以前的考题，可

以了解注会审计命题的风格，知其答题思路，明确考试的重

点，理解出题和解题思路，能够从容答题，对获取好的成绩



很有帮助，有时还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类前几年的考题的情况

。 （五）合理利用辅导书，参加培训班。 我认为要考试，听

辅导课和做练习都是必须的。辅导书不应随便，应该精心挑

选。 （六）听课前预习，课程学习后试做《应试指南》中的

习题和#0000ff>网校练习中心的题。 相关推荐： #0000ff>2011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审计重点章节备考提示 #0000ff>2011年注册

会计师考试审计辅导讲义汇总 特别推荐： #0000ff>2011年注

册会计师考试学习计划考试须知#0000ff>考试简介#0000ff>考

试时间#0000ff>考试科目#0000ff>考试大纲#0000ff>考试样

题#0000ff>报名条件#0000ff>报名时间#0000ff>报名流

程#0000ff>报名问题#0000ff>报名网站#0000ff>考试教

材#0000ff>考试方式#0000ff>试卷评阅、成绩认定和成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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