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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E_E8_80_83_E8_c45_72559.htm 怎样才能“事半功倍”

地做好考前复习，是众多考生关心的问题。记者为此采访了

三位一次性通过注册税务师考试、现在某税务师事务所工作

的专业人员，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经验体会。 经验谈之一：“

大网撒、重点抓”的点面结合法 李宁先生原本是“门外汉”

，对财务会计和税法一窍不通，要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再

到融会贯通掌握，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他把自己的学习方法

叫做“大网撒、重点抓”的点面结合法。 李宁说：“我

是2000年报名参加注册税务师全科考试的，因为从拿到教材

到考试仅有五个月的时间，所以，每个月就必须学完一门。

我要求自己每天至少保证4个小时的看书时间，而且，每小时

至少要看10页。如果有时间，我还要尽量多看几页，以便为

自己腾出全面复习的时间。” “我将每一科目的学习分成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读透教材阶段，我自己把它称做‘大网

撒’阶段。这个阶段看书关键在于‘细’，要逐章逐节仔细

看，在读透弄懂的基础上，圈出看书的重点、难点和疑点，

然后分别记录下来。第二阶段是做题阶段，既是对教材消化

理解阶段，也是将教材前后贯穿的阶段，这个阶段关键在于

‘透’。只有通过做习题，才能将教材从前到后地串起来，

才能对教材的理解达到‘透’的程度。做习题也要得法，要

一边做一边找出做错的原因。拿《税法（）》的一道综合题

来说，往往涉及流转税的各个税种，你如果不做题，就很难

将教材融会贯通；第三个阶段是再读书阶段，也是‘重点抓



’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一边将做题时弄错的地方加深记忆

，一边注意新的税收政策和经济改革热点，这些地方往往都

是考试的重点。” 经验谈之二：面面俱到法 高平先生是2001

年一次性通过注册税务师考试的，而且，除税务代理得了90

分（满分是100分）外，其他四门的平均成绩都达到了120分

。谈到参加注册税务师考试的经验，他认为，要全面掌握教

材，应该采用“面面俱到法”。 高平说：“我的考试经验很

简单，就是‘宁可多看一千，绝不放过一点’。因为在我看

来，考试的目的不仅在于拿个资格证书，而是为了真正学到

知识；取得注册税务师资格的目的，不在于一定要从事税务

代理行业，而是要通过学习过程，将从前的税务财会知识，

不断地充实、更新、积累、实践。我见过很多考生四处打听

重点是什么？言外之意，非重点不看。而我个人则不太主张

抓重点，因为重点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有些考生考前

抓重点，目的是为了及格，结果只差那么一点点；另外一些

考生却把目标定在门门拿高分上，结果门门都顺利过关了。

” 高先生的“面面俱到法”，必须有足够的复习时间作为保

证。对那些时间紧、工作忙的考生来说，则要采取适合自己

的办法。 经验谈之三：临场答题有技巧 周建如女士也赞同认

真读透教材并做些模拟试题，但是，她又道出两方面的经验

。 一是针对从事税务代理行业的考生来说，一定要分清“考

试是考试、工作是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些考

生在执业时，常常执行一些地方性的税收政策，而教材中所

讲的税收政策，则是全国通用的宏观税收政策。所以，考生

一旦将执业中的地方性规定混进去，往往适得其反。二是临

场答题有技巧。她说：“通过这几年的试卷不难看出，试题



的计算量增大了，答题的时间很紧张。最好的办法是，将前

面单选、多选题中概念性、记忆性的题迅速、准确地做完，

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做后面的题。在做综合题时，要浏览全题

，并把要问的题目搞清楚，然后再着手计算。因为，往往这

些题目内的问题是互为联系的，前面的答案就是后面问题的

已知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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