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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时间价值是财务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念，它

揭示了不同时点上货币资金之间的换算关系，几乎涉及企业

所有的理财活动，是企业财务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资金时

间价值是财务管理这门课程的教学重点。由于其计算比较复

杂，学生普遍反映学习起来吃力，所以，它也成为财务管理的

一个教学难点。

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针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

究，探索出了一套简单易行的“一抛、二问、三题”教学法。在对

全日制本科、成教、自考各种层次学生的教学中，都收效颇丰，

能很好地解决计算资金时间价值这一教学难点。在此，笔者将

对这一教学方法的原理与应用进行阐述，借以与广大同行相

互学习交流。

一尧野一抛冶要要要降低计算难度

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有单利、复利、年金等，因为单利的

计算比较简单，所以此处只讨论复利和年金两种情况。在整个

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中涉及五个指标：终值（F）、现值（P）、年

金（A）、利率（i）、期数（n）。而不管是复利还是年金，各指标之

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求终值和求现值的公式来体现，如：

淤复利终值公式F越P伊（1+i）n越P伊FVIFi，n

于复利现值公式P越F伊 越F伊PVIFi，n

盂年金终值公式F越A伊 越A伊FVIFAi，n

榆年金现值公式P越A伊 越A伊PVIFAi，n

也就是说，所有求资金时间价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四

个公式得到解决。

所谓“抛”就是计算时抛开数学公式的记忆与计算，只借

助系数表达式，通过查表来求解。资金时间价值计算中的数学

公式比较复杂，计算工作量大，这往往会让学生望而生畏。因

此，除了在一开始讲基本原理推导公式的时候介绍数学公式

外，在以后的习题计算中都可以用表达式PVIFi，n、FVIFAi，n等

来代替，其结果也可以通过查工具表得出。比如：当i越3%，n越

5，A越1 000时求年金现值，只需要用年金（1 000）乘以年金现

值系数（FVIFA3%，5）即可。而PVIFA3%，5可以通过查表得到

4.580，就不用通过数学公式［1-（1+3%）-5］/3%来计算了。这

样可以降低数学计算的难度，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计算方法

本身。

为了讲解的方便，教师在平时的例题设计中要尽量选择

便于查表的利率和期数，避免不能查表要套用数学公式的情

况。当然，在此之前通过一道简单的例题来验证运用数学公式

计算与查表的结果相一致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学生要进一步学习或参加一些资格考试，可以在考

前突击记忆一下各个系数的数学公式，在整个解题过程中将

原来查表得出的数字用数学公式求出即可。而多数情况下（包

括实际运用中），资金时间价值计算都是可以借助工具软件来

实现的。所以，平时不用让学生在纯计算上花太多时间，而将

主要精力用在理解题意、理清解题思路、灵活运用计算方法等

方面。

二尧野二问冶要要要理清解题思路

所谓“二问”就是对每道题的计算分析只需提两个问

题———是复利还是年金？求（已知）哪个指标？解决了这两个问

题，也就解决了相应的计算难点。“二问”也就是两个解题步

骤，通过第一步（回答第一个问题），可以确定该题是适用公式

淤、于还是公式盂、榆，而通过第二步（回答第二个问题），进一

步落实该题的最终使用公式，扫清解题障碍，然后查表计算。

下面笔者以几道例题来说明具体运用。

（一）求终值或现值

如果是求终值或现值的问题，就直接使用相应的终值或

现值公式即可。这类计算在具体的运用中又可以分为以下两

种：

1. 直接告诉求什么指标。这类习题，题意简单明了，一般

是作为教学初期理解有关概念和计算方法的练习之用。

例1：年初有200元钱存入银行，在年利率5%的条件下，到

资金时间价值之“一抛二问三题”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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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抛、二问、三题”教学法是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针对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总结探索出的一套教学方法。

它能有效地降低计算难度，帮助学生理清解题思路、找到解题突破口并彻底掌握计算方法。本文通过几道例题，展示了这种

教学方法在求终值、现值、年金、利率等各项指标时的具体运用，体现了其简单、易行、有效的特点，有助于教学工作的顺利

开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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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年末的复利终值是多少？

例2：某人准备存入银行一笔钱，以便在以后的5年中每年

年底得到2 000元，设银行存款利率为3%，计算该人目前应存

入多少钱？

运用“二问法”对例1进行分析可知：这是个复利的计算题

且它是在求终值。因此，直接套用复利终值公式（公式淤）即可

求解。

本利和（F）越100伊FVIFA5%，3越100伊1.158越115.80（元）

同样，我们也能得知例2是计算年金，求的是年金现值。那

么，运用年金现值公式（公式榆），通过查表可以得出：

目前应存入的金额（P）越2 000伊PVIFA3%，5越2 000伊4.580越

9 160（元）

2. 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这类习题是在掌握了资金时间价

值计算基本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将其灵活应用于实践的体现。

题中的要求往往不会是直接的“求复利终值”、“求年金现值”

等，而是对一些融资方案、投资方案进行决择。

例3：某公司需用一台设备，买价为20 000元，使用寿命为

10年，如果租借，则每年支付租金2 200元，除此以外，其他情

况相同。假设利率为8%，试说明该设备购买好还是租用好？

该题就没有直接让学生求哪个指标，而是对方案进行选

择。因此，在解题的过程中要分析是对何种指标求解。在例3

中，是比较租用和购买哪个支付的资金少。买价是现值，租金

是年金，因此，只需要计算10年的租金现值是多少，将它和买

价进行比较就行了，这道例题就是要求现值。

运用“二问法”可知：这是个年金的计算问题，且它是在求

现值。那么，运用年金现值公式（公式榆），通过查表可以得出：

10年的租金现值（P）越2 200伊PVIFA8%，10越2 200伊6.710越

14 762（元）

因为14 762元小于买价20 000元，因此，租借设备比较划算。

（二）求其他指标

在财务管理实务中，经常会碰到对投资的年限、利率（投

资回报率）等进行测算对比分析的情况。解决这些经济问题与

前面求终值或现值稍有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中，求现值就用现

值公式，求终值就用终值公式，对应性很强，难度较低。但如果

求的是利率、期数、年金等，则没有对应求这些指标的现成公

式。这时，第二个问题可以变通为“已知哪个指标？”，而解题思

路也就是“已知哪个指标，用哪个公式”。（注意：此时第二个问

题中的“指标”是指前面四个公式中的复利终值、复利现值、年

金终值、年金现值）。

例4：李女士要为儿子4年后出国留学准备一笔钱，估计需

要20万元。从现在开始每年年末存入一定的资金。假设年利率

为6%，则李女士每年应存入多少钱才能在4年后得到20万元？

运用“二问法”可知：这是个年金的计算问题；已知年金终

值（20万元）。根据“已知哪个指标，用哪个公式”，则运用年金

终值公式（公式盂），可建立已知条件与所求指标之间的关系

式：

200 000越A伊FVIFA6%，4

通过查表可以得出：A越200 000衣4.375越45 714.29（元）

“二问法”将复杂多变的资金时间价值计算简单明了地落

实在四个公式上，通过两个问答环节，轻松地找到解题思路，

易学易行。至于先付年金、递延年金、永续年金等的计算，只不

过是在普通年金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系数上的变化，其计算原理

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二问法”也完全适用于这些情况的计算。

三尧野三题冶要要要掌握计算方法

所谓“三题”就是“讲题、仿题、做题”，通过三个环节掌握

一种计算方法。

“讲题”是指介绍某一种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方法时，先由

教师讲授方法原理，再通过例题来加以运用，帮助学生理解。

比如讲复利终值计算时，先通过公式推导，让学生知道复利终

值公式F越P伊（1+i）n是怎么来的，再选几个简单的i、n计算过后

引入FVIFi，n的用法（并在以后计算时都采用查表求系数的做

法）。将相关理论知识讲完以后，再讲解一道例题（如例1）。例

题的作用是演示如何用复利终值系数来求复利终值。在这一

过程中，教师的重点是“讲”，包括依据什么原理、适用哪个公

式、解题思路是什么、有哪些方法技巧与注意事项等等。学生

在教师的讲解下学到怎么用所学知识去解题。

“仿题”是在“讲题”过后，让学生自己解题。在这一环节允

许“边看书，边做题”。也就是模仿着老师的解题步骤与思路，

边做边看每一步是怎么深入展开的。通过多次练习反复“临

摹”，达到熟悉某种计算方法的目的。

“做题”就是要求学生在熟悉了某种计算方法以后，独立

运用该种方法来解题。在这一环节应该“先看书，后做题”，即

要求学生做题之前先看书，觉得自己完全懂了再动笔做题，做

题的过程中不许看书。其间学生们可能会一合上书就下不了

笔、读不懂题意，或许觉得某种题型见过也做过，就是独立做

时不知该怎么入手等等。这些都是考试时学生们经常碰到的

情况，说明学生还没有完全掌握该种计算方法，要通过“先看

书，后做题”且做题的过程中不许看书，才能发现学生自以为

已经掌握却又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前面都反复

强调过，但因为是“边看书，边做题”，所以没有暴露出来。而这

些问题往往运用“二问法”都能解决。因此，在这一阶段反复地

运用“二问法”，帮助学生理清解题思路，找出学生解题的瓶颈

在哪儿：是分不清复利与年金？还是不知道求什么指标？从而

在后续教学中加强相关练习。

“做题”的关键是：每一次的练习都要求学生先看书，直到

他们自己认为没有问题了再做题。这样学生才会对碰到的问

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知道自己还没完全掌握。然后再讲解、看

书、练习，直到彻底掌握该种计算方法。经常听说有学生“考原

题都不会做”，那是因为学生还停留在“仿”的阶段，而没有真

正会“做”的缘故。

【注】本文为2010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

项目渊基于野网络创业冶的电子商务本科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冤

渊项目编号院102313冤的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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