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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学会计过程中，有的同

志只读书，不写笔记。据了解，

他们不写笔记的原因，有的是因

为不懂得写笔记的重要性；有的

是因为不会写；有的 是 由 于 懒

惰，不愿意写。写学习笔记是麻

烦一些，也很费时间，但它是自

学的一种重要方法，也可以说是

“做学问”的一种基本功，要想

真正学有成效，就不能怕麻烦，

要舍得下功夫，养成一种“不动

笔墨不看书”的良好习惯。

（一）

为什么自学会计一定要写笔

记呢？除了可以帮助人们加强记

忆之外，还有下面一 些 重 要作

用。

首先，写笔记有利于加深对

所学内容的理解。我们在自学会

计学时有这样一些体会，有些内

容，读了几遍之后，仍然感到得

不到要领，但是，如果通过撰写

内容要点、写专题综合之类的读

书笔记之后，就感到条理清楚，

理解深刻得多了；反 之，读书时感到 已经理解和掌握

了的问题，一写读书笔 记，就又 会发现并没有真正理

解透彻，从而 促进 自己 再读 书、再思考。可见，认

真写读书笔记的过程，是一个再思考、再 学 习 的 过

程，它对我们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全面理解和记忆，无

疑具有重要的作 用。

其次，写笔记有利于提高大脑的思维能力。写读

书概要、专题综合和作图示等形式的读书笔记，实际

上是在读书思考的基础上，对所学的内容进行分析、

综合、判断、推理，并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述 出来。

如此往复不止，大脑的思维能力就会不断提高。

再次，写笔记是积累资料的重要手段。 “天才在

于勤奋，知识在于积累。”自学没有 老师口授知识，

要靠自己阅读教材和研究各种学习资料来掌握知识，

因此，必须通过写笔记把 对自 己 有用的 资料 记录下

来，并经过加工、整理、提 炼，使 之系 统 化 和条理

化，以便记忆和运用。从这方面看，在自学中写笔记

对积累知识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另一方面看，为了

做好会计工作，会计人员对诸如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和

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经济数据，必须了如指掌。而要

做到这一点，也要勤写笔记，积累这方面的资料。
最后，认真写笔 记对于提高 自 己的文 字表达能

力，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培养办事认真扎实的工作

作风等方面也很有帮助。

（二）

怎样写自学会计笔记呢？由于所读的书的内容不

同，以及自己对所读书籍的生熟程度不一样，学习笔

记也要采取多种形式。下面，结合会计专业课程的特

点和自学会计的要求，简单介绍几种学习笔记的形式

和写法。

第一，摘录。就是在读书时把对自己有用的资料

摘录下来。这是写学习笔记的一种最常用的方法。摘

录不是一项简单的机械抄写工作，要开 动脑筋，在熟

读内容的基础上，摘出最重要的部分，必要时，在摘

下的原文的边旁简单写一点自己的认识、体会。摘录

要少而精。不然，这里看看觉得好，那里看看又觉得

重要，整章、整段地死抄，既费时间，又不利于提高

自己的鉴别能力。摘录还要严谨，所摘录的内容要完

整，不要断章取义。摘录笔 记可 以 使 用 活 页式笔记

本，也可以使用订本式笔记 簿。前一种比较方便归类。

第二，撰写内容要点。就是在精读之后，对所学

的内容进行回忆思考，写出分层次的内容要点。这种

方法有利于初学者在自学中及时质疑，对“入门”很

有帮助。此外，在学习较为深奥的内容时，如能撰写

出比较详细的内容要点，其效果要比多读一两 遍书好

得多，对于突破重点、难点也有很大作用。撰写内容

要点的方法，我已在 “如 何提 高 自学 会 计的 读书效

果”一文中作过详细介绍（见《 财务与会计》 1984年

第二期，这里不重述了。撰写内容要点可以 使用订本

式笔记簿。

第三，写专题综合叙述。这是在读了几本 阐述同

一问题的书或文章之后， 根据需要对某些问 题的见解

综合记下来。具体说来，就是在自学过程中，为了弄

懂某一重要问题，或者为了加深对 某一问题的印象，

或者为了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科学探讨，需要博览

群书和各种文章，对各个作者的不同见解， 或者见解

虽然差不多，但谈问题的角度不同的材 料，分专题综

合记述下来。写好这种学习笔记，首先要切实弄清各

本书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在找出异同点的基础上，把

相同的见解综合写在一起，把不同的见解分写出来，

并注明出处，然后，再写出自己的看法。写专题综合

叙述笔记宜采用活页式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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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做索引。就是把同自己的 自学目标密切相

联系的各种教材、杂志、研究资料等有关的专著、文

章的目录，及时记录整理成索引。这是自学积累资料

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及时找到需要的自

学资料，也有利于我们及时了解本专业发展的重要信

息。做索引要注意根据 学科内 容和自 学需要 进行分

类。索引一般应具备如下内容：文章（教材、专著）

的全称，作者姓名，刊载的报、刊名称、报刊的出版

日期（教材、专著的版次），出版发行单位和保存地

方等。自己学习过的文章（教 材、专 著）可 以做索

引，还没有学习过的也可以做索引，以便日后查找和使

用。索引可以使用卡片式，也可以使用活页式笔记本。

第五，作会计核算图示。就是把会 计核算的帐务

处理办法和程序用图示再现出来，这样，往往比文字

记述容易理解和记忆。做会计核算图示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以会计核算的某一具体对象，如材料核算，专

用基金核算等为专题，用丁字形的帐户和假设的简明

数据，通过线条把帐务处理过程中的帐户对应关系表

示出来，并用序数标明核算步骤。另 一种是把核算内

容密切相关的一组帐户，用丁字形帐户排列出来，在

帐户的增减方标明核算的主要会计事项及其对应帐户

的名称。前一种方法，会计学教材多有举例，也有专

著出版，如《 工业会计图解》 等。后一种方法比较少

见，自学者可以试用。即使有现成的核算图示，最好

还是自己动手绘制，然后再对照教材或专著来检查其

正确与否，这样才能发挥图示的作用。做核算图式可

以使用订本式笔记簿。

此外，还可以采用写心得札记等方式，把学习过

程的认识、感想、体 会、收 获、质疑 等及时 记录下

来。这类笔记可以超脱一点，不要拘泥于原文，以利

于开拓思路，有所创新。

为了发挥学习笔记的作用，写笔记时要做到这样

几点：一是认真思考。 对上 面 讲 的“摘 录”这种办

法，就更要注意思考，否则，就变成“抄书公”了。

对于“撰写内容要点”和写“专题综合”两种笔记，

如果不用心思考，就很难写得准确、扼要，就很难说

有多大作用。二是要及时分类整理。写学习笔记的目

的之一，是为了帮助记忆。记忆依赖于理解，还依赖

于把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只有条理清楚，逻辑严密

的知识才容易在人脑里建立联系，达到增强记忆的效

果。及时对笔记进行分类整理，也便于查找使用，对

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好处。三是要经常翻阅。自学不断

进行，笔记不断地写。写了以后，应该经常翻看，不

要学着新的，写着新的，就把旧的丢了。四是要简洁。

井井有条的笔记，体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看着读

着，使人爱不释手；写得乱七八 糟的笔记，虽然也花

了一定的心血，但过后连自己也不愿意再看，就会变

成一堆废纸。同时，笔记最好留有一定的边缝，以便

日后整理之用。最后，写学习笔记，不要只局限在阅

读环节。在自学会计中，阅读、思考、复习、做作业

和参加会计工作实践等各个学习环节，只 要有需要，

都可以写不同形式的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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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东安县率先超额

完成国库券认购任 务

湖南省东安县重视国库券的认购工作，截止 3 月

15日认购121.9万元，在全省第一个 超额 完成1986年

国库券认购任务。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 、动员

早。该县在去年底就召开了县国库券推销领导小组成

员会议，讨论1986年国库券推销任务分配方案，并把

任务下达到各区； 2 、抓得紧。层层都 确定有主要负

责同志亲自抓。县政府专门召开电话会，对完成国库

券购买任务的时间、要求和注意事项作了安排布置。

3 、“四带头”。采取党团员带头、领导干部带头、

机关单位带头和专业户、重点户带 头的 购买 办法；

4 、抓典型。抓住柑桔专业户蒋存林认购国 库券1，280

元这个典型，在全县通报表 扬；5、报进度。及时通报国

库券推销进度，起到了很好的促 进作用。（潘长林）

财会动态原《珠算》杂志更名《中国珠坛》

原《 珠算》 杂志更名为《 中国珠坛》 ，双月刊，

由中国珠算协会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国

内外公开发行。该刊重点刊登先进科学的珠算算法、

新颖独特的算具改革、较有价值的算史研究和各种算

技应用方面的文章，还辟有国际珠算动态、争鸣园地

和珠算趣题等专栏。

该刊是珠算爱好者的知音，财会工作者的挚友，

欢迎撰稿，欢迎订阅。每期定价0.50元，国内代号：

2-122，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 阅。编 辑部 地址：北

京西直门外四道口中国珠算协会内，

（中国 财政经济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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