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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股票从哪些方面入手—股票入门知识应该从哪些方面入
手-股识吧

一、如果想学炒股应该从哪里入手？

学习股票没有捷径可走，要逐渐的积累. 个人认为大智慧免费版的很多功能就已经
足够你分析个股和大盘的了，软件不是再收费与否，而是在你看懂没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书上的东西有用因为那是基础，但是能够完全运用于实战的东西不超过25%
顺应趋势，顺势而为，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逆势而动。
上升通道中顺势做多，下降通道中谨慎抄底，轻仓和持币为主，在主力资金坚决做
多前，在放巨量突破压力位之前都要谨慎做多。
钱在主动权就在，主动权在就能去寻找最合适的战机。
而在顺应趋势的情况下投资就要以价值投资结合主力投资为主，这才能够适应中国
的具体国情。
炒股要想长期赚钱靠的是长期坚持执行正确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长期学习和坚
持，才能持续稳定的赚钱，如果想让自己变的厉害，没有捷径可以走所以也不存在
必须要几年才能学会，股市是随时都在变化的，而人炒股也得跟随具体的新情况进
行调整，就像一句老话那样，人活一辈子就得学一辈子，没有结束的时候！选择一
支中小盘成长性好的股票， 选股标准是： 1、同大盘或者先于大盘调整了近2、3个
月的股票，业绩优良（长期趋势线已经开始扭头向了） 2、主营业绩利润增长达到
100%左右甚至以上，2年内的业绩增长稳定，具有较好的成长性，每股收益达到0.5
元以上最佳。
3、市盈率最好低于30倍，能在20倍下当然最好(随着股价的上涨市盈率也在升高，
只要该企业利润高速增长没有出现停滞的现象可以继续持有，忽略市盈率的升高，
因为稳定的利润高增长自然会让市盈率降下来的) 4、主力资金占整支股票筹码比
例的60%左右（流通股份最好超过30%能达到50%以上更好，主力出货时间周期加
长，小资金选择出逃的时间较为充分） 5、留意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太高
了不好，流动资金不充足，公司经营容易出现危机（如果该公司长期保持稳定的高
负债率和高利润增长具有很强的成长性，那忽略次问题，只要高成长性因素还在可
以继续持有） 6、具体操作时在进入一支股票时就要设置好止损点位，这是非常重
要的，在平时是为了防止主力出货后导致自己被深套，在弱势时大盘大跌时是为了
使自己躲脱连续大跌的风险，止损位击穿后短时间内收不回来就要坚决止损，要坚
决执行自己指定的止损位，一定要克服怕买出后又涨起走了的想法。
不要相信所谓股评专家坚决不卖以后再来补仓摊低的说法，这是非常恶劣的一种说
法，使投资者限于被动丧失了资金的主动权。
具体操作：选择上述5种条件具备的股票，长期的成交量地量突然出现逐渐放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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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后长期趋势线已经出现向上的拐点，先于大盘调整结束扭头向上，以WVAD指
标为例当WVAD白线上穿中间虚线前一天买入比较合适(卖出时机正好相反，WVA
D白线向下穿过虚线后立即卖出《安全第一》)，买入后不要介意短期之内的大盘
波动，只要你选则该股的条件还在就不用管，如果在持股过程中出现拉高后高位连
续放量可以考虑先卖出50%的该股票，等该股的主力资金持筹比例从60%降到30%
时全部卖出，先于主力出货！如果持筹比例到50%后不减少了，就继续持有，不理
会主力资金制造的骗人数据，继续持有剩下的股票！直到主力资金降到30%再出货
！如果在高位拉升过程中，放出巨量，请立即获利了解，避免主力资金出逃后自己
被套 如果你要真正看懂上面这五点，你还是先学点最基本的东西，而炒股心态是
很重要的，你也需要多磨练！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总结，请谨慎采纳！祝你好运！
不过还是希望你学点最基础的知识，把地基打牢实点

二、股票入门知识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1、首先了解股票概念，如股票的竞价机制、各种术语、运作原理规律等知识，虽
然在实际操作中，它们价值不大，但这是基础。
2、开户，直接选择一家证券营业部，这个好坏基本都差不多，那个收费低就去哪
个了。
证券公司的业务人员会详细给你介绍如何开户，你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会耐心解答。
3、学习炒股，可以看书，那些华尔街的经典著作，如《作手回忆录》，《聪明的
投资者》，《日本蜡烛图》等等，多看几本书，不要贸然入市，再有就是网上很多
模拟炒股，可以去练习一下买卖股票，熟悉一下操作。
不过这个仅仅是熟悉操作，炒股更重要的是心态，这个可以书中学习，慢慢体会。
但是只有实战才能让你刻骨铭心，那么接下来就是——4、实战，给账户转入资金
，根据自己的学习和观察选定一只股票，建议第一次炒股不要进太多，5000-10000
内操作，不要乱加仓。
入股不幸赚了，我说的是不幸，原因是这仅仅是新手的运气，如果你误以为自己是
股神那么你就真的不幸了，所以运气好的话你会亏损，这个时候不要焦躁。
注意总结。
最终形成自己的交易风格，制定交易规则，恪守规则，这个是成功的关键。
5、保持消息灵通，国内外大事要经常关注一下，国家政策导向也要略微分析，不
要听股评和他人推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6、没有了，祝你成功！

三、新手学习股票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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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股票入门新手，该从何学习，我并非股坛高手，只是写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
对于股票入门新手而言，首先客观的基础知识相对简单，也是不会错的，客户需要
掌握。
这既包括行情软件、交易软件的使用，也包括交易规则的了解，像A股的涨跌幅制
度、T+1交易制度等等、慢慢的像etf基金、分级基金等可以了解。
其次股票的投资决策是相对不容易的，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最好对于
价、量、时、空这些最基本的原理及技术分析方法做个了解，有不少书籍会有涉及
，像《股民学校》等等都不错。
有了扎实的功底，在面对大量信息的时候自己也就能做出分析了。
个人觉得像第一财经上不少节目也是很好的，可以学习那些投资者的思路中对的地
方。
当然一定要有自己的方法，股市中有很多种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还有毕竟股市
也是个博弈场，不能一味听别人的，股市瞬息万变，只有自己掌握方法才能知道何
时该止损，何时该加仓等等。
最后对于股票入门新手而言，我觉得理财是个很大的概念，股票是其中的一种，风
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像有很多货币型的、债券型的产品可能有些收益看着不是很
高，但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
所以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做好资产配置。
58股票学习网，很多股票学习教程

四、股票分析从那几方面入手？

股票分析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要看一下这只股票在政策下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就像政策打压地产股，股票受不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加息有没有影响等等，要做
到心中有数，炒股要听党的话。
其次，要看一看这只股票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
可以去看看行业分析，看看在行业中有无潜力。
要知道买的股票在行业中究竟怎么样。
再就是要看看它的基本面，通过基本面要知道股价是不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可
以看看市盈率，净资产，管理，成长性，未来发展等等。
最后还可以通过K线，均线，趋势线，成交量，技术指标来选择一个好的进场时机
和卖出的时机。
要做到用基本面来选股票，用技术分析来买卖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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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炒股新手一般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啊？

无论是找些炒股入门知识的资料视频，还是买一些相关的书籍学习都可以，只要是
潜心地学，都会有所收获。
若是新手，谨慎入市是很有必要的。
你可以下一个‘模拟炒股软件’先熟悉一下股市，耐心认真地学。
模拟炒股关键的，是在自己的心里去掉‘模拟’这两个字，要像实战一样的去对待
。
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你会得出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比单单从书中和视频里学到的，
要实在得多。
此时再考虑入市，肯定比贸然入市要稳妥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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