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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我于2003年第一次参加注税考试，全科通过，

各科成绩比较均衡，没有踩线而过的惊险，现把我的学习心

得简单总结贴出来，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广大考友的学习和

考试。 一、关于学习时间 在2003年2月底拿到教材，3月中旬

投入学习，初期学习效果很好，改变我以往学习慢热的毛病

。5月份因非典宣布延期考试，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大幅下

降，后又陆续参加单位的一些考试，学习断断续续。从8月份

至考试前，学习效果较理想。总的学习时间：月份约为5个月

，每天学习2至5小时（一般都是3个小时），考试前五天几乎

不学习，只偶尔翻一下以前做错的练习题。我觉得劳逸结合

是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显著方法，因为我的工作比较轻松，

我把学习时间安排在周一至周四，而每周星期五晚至星期天

一般是不学习的，因为如果学习过于紧张，除了效率太低外

，也会出现因周末努力而使周一至周四提不起劲学习的现象

。每天晚上7点至10点最容易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www．Examda。com)集中精神，我一般在11点半左右睡觉

，不打疲劳战。我认为每周学习尽量不超过五天，每天学习

不超过5小时，否则学习效果是难以得到保证的，而且身心也

无法承受。在各科的时间分配中，我用在代理、税法二的时

间最多，财会、税法一的时间最少，尤其财会，考前我简直

轻视它，但考后财会却是我唯一觉得有点悬的科目。 二、关

于教材与辅导资料的学习 尽管注税的教材并不很理想，但我



始终认为任何辅导资料都比不上指定教材，因为它毕竟是集

合国内一批顶尖专家编写而成，任何辅导资料均无此能力，

而且它更是考试唯一指定用书，是考试的直接依据。我是把

大部分时间花在教材上，每科教材我都看了五遍。第一遍是

一字不漏地全面学习，全面了解教材的知识结构，找出难点

、重点，难以理解和记忆的要注明标记；第二遍学习也是一

字不漏，全面地理解和记忆，扫除所有难点，杜绝盲点，逐

个记忆知识点，然后做题检查效果，寻找理解的偏颇和记忆

的盲点；第三遍是精读，突出重点，拾遗补缺，解决之前学

习中存在的问题，注意各章节甚至跨科目的联系，例如法律

中的日期、地点、处罚等相关知识要比较记忆，代理实务与

税法要融为一体，各税种之间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也要比较

异同，等等。第四遍提炼式跳跃学习，其间也同时做题，已

掌握的可以蜻蜓点水，仍存疑惑的则慢咽细嚼，做到合上书

本后，闭目沉思也能很清晰地感觉出各科、各章的知识网络

。第五遍则是考前的浏览，速度应快，目的是进行最后一次

拾遗和增强考试的信心，对各科知识进行最后一次全局性的

把握。 适当的练习是掌握知识和通过考试的必由之路，但也

不可搞题海战术，我是每科做六套摸拟题和上一年试题的。

有些考友是按老师的教案或所谓的重点、难点、考点进行学

习，我不敢苟同，因为各人的重点难点是不同的，我已掌握

的不再是重点，未掌握的当然是重点，而且这些都是动态变

化的，考点也是动态的。当前市场上的注税辅导资料并不多

，我觉得所有关于知识归纳、总结类的资料，不看也罢，因

为这些你都可以从教材上总结和标记，且更全面、更适合你

个人的知识结构情况。我做模拟题时是完全“模拟”进行的



，严格在考试时间内完成，对不太明确的题和脑海突现出的

联想也作标记，核对时要注意错误的原因，把错误和有含糊

的题目划上标记，考前再重做一遍。我常常是核对答案的时

间比做题要多得多，除了弄通弄透错误外，我也对一些题目

展开联想。 三、关于五个科目的考试 考前我最担心的是代理

实务，考后则担心财会，所以托人把财会降分的理由信直接

送到税务总局注税中心，还花100元委托某网站把降分要求信

每天以不同名义向注税中心发100封邮件，连续一个月，但降

分与否并不影响我的全科合格。 代理实务其实就是税法一、

二和会计的知识集合，但掌握了这三科并不简单等于就能通

过代理实务，因为其知识结构、要求重点和考试方向是有异

的。同时，实务仍使用分行业会计制度，处理原则也没有遵

循近几年出台的各会计准则，而会计则是按照新企业会计制

度与新准则编写的，实务与税法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也不同，

如所得税中的三项费用的扣除和业务招待费、广告费的计提

基数等。今年实务似乎降低了难度，但实务性更强，简答题

也不再是往年记忆型的论述题（考前我背诵了约30多条简答

题派不上用场），综合题则独沽一昧，分值似乎过于集中于

某一方面的知识，而且只求结果不要过程（这岂非与选择题

无异）。财务会计的难度和计算量是空前的，也是不合理和

不科学的，如重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

．Examda。com)复出现多次加速折旧的计算，单选题的计算

很多是需要五六个步骤但分值只有一分，教材中一笔带过的

内容也出题如投资差额按实际利率调整，等等。法律综合题

的综合性更强，有些答案我至今仍觉得模棱两可，法律的单

选和多选主要考查记忆，而综合题则主要考查理解。但法律



基本上是独于其他四科的，没时间学习的考友可把它放在最

后一科通过。税法一、二其实是注税师最基本的必备素质，

它出题的难度一直是最低的，每年的及格率均远超其他各科

，这两科是第一次报考的当然首选。 四、关于复读记忆术 我

买了复读机和MP3，但我坚持不了，原因有四：一是录音太

辛苦了，要注意语音和语速甚至语调，口干舌燥，似乎是为

录音而录音，并不是为了理解和记忆。二是我们这些一千百

儿的设备实在不敢恭维，噪声太多，听起来不舒服，何来效

率？三是我学习时喜欢联想比较，看着看着，想到一些关联

问题就会东寻西觅，录音带则是死板的，经不起我折腾。四

是我学习有时是跳跃式的，时间分配与个人掌握程度相结合

，而且个人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动态变化的，录音复读也不能

满足我这些要求。但我并不否认复读记忆术的科学性，只是

提醒大家要注意个体差异。 六、关于执业、职称考试 我以前

一直对执业、职称考试不大热衷，事实上也没有时间应付，

甚至认为过多地花费时间参加考试是一种浪费，会影响事业

的，因为工作占用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根本挤不出时间来

学习。当我爬上年产值超几亿元的高科技企业的财务经理时

，才发觉手下人大部分都拥有会计师职称，有1人全科通过注

会、2人通过注税和注评，但我并没有自卑（私底下有点酸溜

溜是免不了的），因为我相信市场需要的是能力综合能力，

是实绩，考试并不是能力的全部，只是提升能力的一种程序

和表面证明。但客观上，考证已成为会计就业的必经之路，

证书已成为衡量一位会计从业人员操作水平和报酬的最重要

依据。近两年，我改行后（不再从事会计和财务管理），工

作环境大变，空闲时间突采集者退散然多了起来，反正闲着



也就闲着，就考起试来，02年高分通过中级，03年全科通过

注税。其实，考试对我的需要性和迫切性并不明显，我对考

试的敏感度、安排考试的科学性和学习技巧已经滞后了，譬

如，不懂得把注会、注税、中级等考试科目搭配学习而取事

半功倍之效，未能充分利用网络教育的优点，学习方法守旧

，等等。 七、贴后语本心得 贴后语本心得是与一考友聊后整

理而成，纯属井蛙之见。一朋友阅后，言：读死书，非死读

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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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