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修之友

怎 样 做 到 有 目 的

有 计 划 地 学 习

——再谈自学会计

刘铭达  袁宇彤

《谈谈自学会计》一文刊出后，陆续收到编辑部转

来一些读者来信，他们想对学校会计专业的教学方案有

所了解，并希望介绍制订自学计划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以便有目的有计划地自学会计。有感于这些读者的学习

热情，现根据目前大中专学校会计专业全日制和函授教

育教学方案的有关规定，结合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实际问

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供参考。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有目的有

计划地自学会计，提高学习效果，对初学者来说，要做

到以下三点：

一、要系统、全面地学习，不要碰到什么

学什么，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作为一个会计人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必须认真学习、

掌握党和国家的财经方针、政策，刻苦钻研财务会计业

务，做到又红又专。教育部门就是根据这些基本要求，
组织会计专业教学的。

对大学四年制会计专业的本科学生，是要培养他们

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会计人才。三年制的会

计专业专修科（包括高等学校函授专修科），一般是培养

部门专业会计高级人才，如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农业

会计等。对他们在马列主义理论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
技能方面的要求，与四年制本科学生基本相同。中等专

业学校会计专业，主要是培养中级会计人才。
全日制大学本科会计专业的教学方案，由教育部统

一制订。方案规定必修和选修两类课程。必修课一般有

政治时事学习、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中共党史、汉语与写作、高等数学、外国语、体

育、计算技术、电子计算机应用、国民经济计划、财政

与信货、工业企业管理、统计原理与工业统计、会计学

原理、工业会计、工业企业财务、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

析、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农业会计、商业会计、会计

检查、经济法概论等。选修课有会计制度设计、预算会

计、经济应用数学、工业生产技术基本知识，中国会计

史、审计学、现代资本主义会计等。
大学专修科和大学函授专修科会计专业的教学方

案，目前尚无统一规定。以三年制大学函授专修科工业

会计专业为例，一般开设有政治经济学、哲学、语文、

数学、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工业企业财务、工业企

业经济活动分析、统计学原理、工业统 计、财 政 与信

贷、工业企业管理等课程。中专会计专业目前也还没有

统一的教学方案。根据财政部制订的全日制二年学制的

企业财务专业教学方案，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外

语、体育、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会计原理、

统计原理、计算技术、财政基础知识、金融基础知识、

工业会计、农业财务与会计、工商企业管理基础知识、

工业企业财务、商业企业财务与会计、基建会计、工商

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等。
大、中专学校会计专业教学方案规定的课程，大体

分为文化课、政治理论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四类。

其中，文化课和专业基础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占的比

重较大，体现了学校重视基础教育。而这一点，正是自

学者容易忽视的。不能认为只要学完几门专 业 课就可

以达到大学毕业水平了。因为文化课和专业基础课学不

好，专业课也是不可能学好的。因此，初学的同志切忌

急于求成、好高骛远。要下苦功夫，扎扎 实实 打 好基

础。教学方案还体现了系统、全面学习的要求，这就要

求自学的同志也必须这样做，不要零打碎敲，碰到什么

学什么，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要变自发学习为自觉

学习，全面系统地掌握好本专业所需要的知识。

二、要有重点地学习，不 要 平 均 使用力

量。
这里讲的有重点地学习，是指在全面系统地学习的

基础上，根据自学者个人的实际水平，如何选择重点课

程、教材，怎样在各门课程中科学地分配学习时间的问

题。
对于已从事会计工作多年，会计核算技术比较熟悉

的同志，应着重从理论上提高，重点是学习好基础理论

课，如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等 并选

择理论性比较强的教材和研究资料进行学习，把实际工

作经验总结上升为理性认识。把时间和精力主要集中在

解决理论问题上。另有一些同志，虽然从事会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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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长，但在中专学校或会计训练班受过比较系统的

训练，希望通过自学达到大学专修科或本科水平。这些

同志应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先把应学而未学

的课程补上，然后再拔高一步。在选择教材时，凡全国

有统编教材的课程，可选用统编教材，没有统编教材的

课程，也要选定一种通用的课本精读，把时间和精力集

中到新学的课程上来。还有一些同志，刚加入 会计行

列，未受过会计专业训练，应首先选择一些与自己分管

的工作密切相关的通俗业务书籍进行学习，以尽快适应

日常工作。然后，按照中专会计或企业财务专业教学方

案的要求，按部就班地进行自学。通过长期努力，一步

一步登高，也可以达到大学水平。

三、要持之以恒，不要自由主义。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自学会计，短暂的决心

是容易下的，可贵的是要经得住时间和失败的考验。初

学时，可能会遇到下面一些问题和困难。
一是工作忙，时间紧。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进程中，

工作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

和国家是很重视学习的，无论工作怎么忙，都会要安排

一定的时间进行学习的。另一方面，自学的同志只要有

志气，识重任，无论怎样忙，都是可以挤得出一定时间

来学习的。有道是：“补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青年同

志们应抓紧这个宝贵的读书期间，挤出时间 来多读点

书。挤出来的时间是比较零星的，根据笔者的经验，可

以这样安排：饭前饭后几十分钟，可以学习一些连贯性

不那么强的、比较易懂易学的内容；而当时间比较充裕

时，就可以学习那些连贯性强的、比较深奥的内容。
二是读不懂，又提不出问题。这是初学者常遇到的

困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我们在《谈谈自学会

计》一文中提到的，可以采取撰写内容要点的办法来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外，还可以借助各院校编写的各门课程

的复习思考题和练习题，反复读书，从中得到启发。如

果这样还不行，就应多请教周围的同志或老师，解决学

习上的困难。事在人为，关键是要知难而进，不要遇到

难题就泄气，就想打退堂鼓。
三是可能会遇到冷嘲热讽和自己不良习惯的干扰。

现在，社会上还有少数人自己不愿学习，反而对积极自

学上进的同志进行挖苦讽刺。这也是一种不正之风，应

该受到批判。当你身处此境，除了依靠组织和这些不良

倾向作斗争外，大可不必为此伤神。俗话说“好学无须

面红，无知才是可耻。”我们应该以此自 勉，坚持学下

去。
至于自己本身如果有懒、散等不良习惯，则应自觉

纠正。“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袴少伟男。”我们要对

自学会计的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不经过艰苦的努力是

不可能把会计科学学到手的。因此，培养一个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勤奋学习的良好学风，对自学 会计的同志来

说，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再就制订自学会计学习计划的步骤 和方法说

明如下：

一、确定自学目标。应根据自己现有的文化程度、

会计知识水平以及工作条件等主客观因素，慎重地确定

自己的自学目标。
二、确定自学课程。以拟在三年内达到工业会计专

修科毕业生的自学目标为例，可参考高等财经院校现行

的工业会计函授专修科班的教学方案，确定自学有关课

程，详见附表。
三、适当分配自学时间。
（1）三年总学时为2，622学时（即874学时 /每学

年 ×3 学年）。
（2）每学期自学437学时（即17.5学时/每周 ×

25周）。
（ 3）每 周自 学17.5学时（即2.5学时/每天 ×

7 天）。
（4）每天平均应自学2.5小时。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其一，三年内2，622学时的自

学时间，是按每学年50周计算的（实际是52周）。这个

数字大体是目前一部分院校函授专修科同专业面授时

间的2.5倍，因此，自学者的原有会计水平，一般应具

备中专程度才能适应。其二，对于会计基础比较差的同

志，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总学时。增加总

学时的办法是加大每天的学时或延长学制。
四、合理安排各门课程的自学顺序和学时数。附表

所列各类课程的学时数占总学时数的比重是：政治理论

课为16%，文化课为14%，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为50%。
这个安排，接近目前一些院校专修科本专业函授班教学

计划规定的比例。自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合

理安排各门课程自学的顺序和学时数，此外，为适应自

学的特点，留有10%左右的机动学时，各人可以灵活掌

握。
五、适当分配各门课程各章节的学时数。自学者应

根据各门课程的学习时数，把它适当地分配到各门课

程的各章节中去。具体分配时，可以参考学校有 关 课

程的教学大纲，结合本人原有知识的具体情况合 理分

配。
六、长计划，短安排。自学者应根据自学计划表，

按周分阶段作出短安排。明确每周学习的内容和目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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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配好阅读、练习、复习、实际操作等环节的时间。
关于课程的学习顺序，除了要遵循打好基础这个原

则外，准备参加自学考试的同志，可按当地组织自学考

试部门公布的考试科目来安排自学。

× ×同志自学工业会计计划表  19××年  月订

自修之友达到中专财会专业

水平要自学哪些书？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教育三处

《财务与会计》 1982年第 6期刊登《达 到 大专财

会专业水平要自学哪些书？》以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

来信，要求介绍自学中专财会专业的书目。现就这个问

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根据财政部1979年制定的中等财政学校学时制教

学方案的要求，一个财会中专毕业生，要能比较系统地、

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财政经济基本理论，懂
得党的财政经济方针政策，具有财政经济的基本知识和

财会工作的基本技能，能独立从事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工

作。
一个财会中专毕业生，要达到上述水平，必须学习

下列课程：政治理论课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普通文化课有，语文

（包括书法）、数学、外语。专业基 础 课 有，计算技

术、财政基础知识、金融基础知识、会计原理、统计原

理。专业课有，工业企业管理基础知识、工商业统计、工

业企业财务管理、工业会计、工商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等

课程。这些课程的教科书，属于普通文化课和政治理论

课的书，由教育部统编出版；属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的书，由财政部统编出版。大部分书已先后出版。
上述16门课程，内容较多，涉及面广，对一个在职

干部来说，要全部自学比较困难，必须抓住重点，拟订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自学才能获得良好学习效果。那

么，应该抓住哪些重点课程呢？根据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的体会，必须抓住财经应用文、政治经济学、财政基础

知识、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工业企业管理基础知识、

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工商企业经济活 动分析等八门课

程。普通文化课以语文为重点，主要是巩固加深语文基

础知识和学习财经应用文，提高写作能力。政治理论课

以政治经济学为重点，它既是政治理论基础课，又是专

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以财政基础知识和会计原理为

重点。它为进一步学习工业企业财务专业课程和会计专

业课程打好基础。专业课应以工业会计、工业企业管理

基础知识、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和工商企业经济活动分析

为重点。学习工业会计，是为了掌握工业会计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知道工业企业是怎样进行会计核算的，

会计报表是怎样进行编制的。学好工业企业管理基础知

识课，就能懂得加强企业管理与做好财会工作的内在联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自修之友
	怎样做到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再谈自学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