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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89_E5_9B_B4_E5_c67_158608.htm 今年，我国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制度已经满20岁了。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转发教

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标志

着自考的正式诞生。那年全国共有3153人报考。20年后的今

天，全国已经有1亿多人次参加了自考。 20年，对于中国上千

年的考试历史，只是沧海一粟。但正是这短短的20年间、正

是这年轻的考试制度，联系着许多人，发生了许多故事⋯⋯ 

我们那时的自考 1985年参加自考的展江早已在中国人民大学

取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现在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

，兼任中央电视台《现在播报》栏目策划编辑。 谈到自己年

轻时候的学习，展江坦率地说，虽然自己1974年就高中毕业

了，但由于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

西，而且那个时候的学习资料极少，他只是从母亲在图书馆

工作的一位同学那里得到了一本薄薄的《英语语法手册》，

花了两三个月把这本书抄了一遍，后来又买了一本《基本英

语教程》，在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他手里只有这两本英

语书。 虽然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没能赶上高考，但是展

江一直在坚持自学英语。1986年，他通过了英语专业的大专

文凭考试。八十年代初社会上有一股“学习热”，展江也总

想找个机会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虽然“文革”结束后恢复

了高考，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成家立业了，加上年龄的限

制，不可能再去参加高考。自考的形式很灵活而且方便，所

以就参加了自考。当时只是买了几本教材，只花了书费和报



名费，一共50多块钱，就把大专拿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大

专文凭，才有资格参加后来的硕考，当然，也就有了后来继

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的经历。 自由的学习 张华东

从小就立志上军校或警校。可是1998年高考后，他被青岛大

学历史系录取，由于对专业不满意，更加上对小时候的梦想

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眷恋，他并没有去报到，而是选择到北

京读自考。他说，那时大家都不知道自考是什么，他是家乡

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而当时，他自己也仅仅知道有种考试

叫自考。 尽管父母并不赞同他的决定，但他还是与父母说好

，自己先试半年，如果不是在浪费时间，他就会继续读下去

。于是，张华东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

而在此之前他不仅从没到过北京，甚至连集体宿舍也没住过

。他说，刚来时感觉差极了，之所以能挺下来，是因为他在

家时就暗自发誓--“挺半年”。 现在，张华东同时在攻读3个

专业，他的同学都说他学习很好，而他自己则认为可能自己

的自学能力比较强，因为在高中时他是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

，练就了一身自学的本领，他也坦然地说自己从小学习成绩

就一直很优秀。他说，如果不是时间限制，他会学5个专业。

他很满意现在这种自由的感觉，可以自己支配学习时间、自

己选择学习地点、学习课程甚至自由地选择不同的专业。他

说这很符合他那种喜欢自由自在的性格，而且，这种不受过

多限制的学习形式是他梦寐以求的。不过，自由不代表放纵

，没有人管了，如果不自觉或者自学能力不强，也挺糟糕的

。 但是，有一点令张华东很不满意，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找

工作的时候，可是他从没有看到有哪一家用人单位在招聘时

提到过自考生，他感觉好像是被遗忘了。他觉得自考难度挺



大的，而且也很正规，但是，社会上的认同度却并不高。 “

自考”与“自学” 天津商学院的张大明今年6月份本科毕业

，但他也参加了自考。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提供了参加

自考的机会，可能主要是为了更有利于我们以后找工作。”

说到自己参加自考的目的时，张大明说他只是觉得平时的本

科学习挺轻松，想多学一点东西，也想挑战自己，所以，原

本学文科的他，特意选了一门理科的自考专业。 张大明的学

习在班上向来很出色，他觉得自考挺简单，都是书上的东西

，弄懂了，也就能够通过，而且，考试形式简单、灵活。所

以，对自己的专业学习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已经考

过的几门课程都是一次通过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自

考不久也会全部通过。 说到自考对自己的帮助，张大明说，

当初就不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找工作增加砝码而去学自考的，

而且，现在在找工作时他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多什么，如果

说自考的本科文凭能证明什么的话，他觉得最多就是证明了

自己更能够承担压力。他承认，参加了自学考试，自己的心

理上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更加自信了。 张大明的父母

在1982和1983年的时候也都参加过自考。他说，自己现在是

“自考”，而父母那个时候是“自学”。因为那个时候，父

母在国有企业里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文凭对他们的影响不

是很大，但父母都有一种好学的精神，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不像现在功利色彩比较浓，有一些人不是重“学”，而是重

“考”。自己对自考的态度可能也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不同

的路 木香在家补习了两个月的拼音之后，父亲就把她从武汉

送到了北京的一所自考补习学校，父亲从没奢望过什么，只

是想让女儿感受一下学习的气氛。据木香自己说，那张报名



表还是父亲代笔的。 第一道难关是认字。她找来了比书本简

单一些的报纸，边翻字典，边读报。上课的时候，她经常一

边是教材，另一边是《新华字典》。那时她最怕的就是老师

提问，因为她经常念错字。别人总用很异样的眼光看自己，

她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大概是10月份吧，我跑回家了，”

木香笑着说，“你想啊，10月份有一次考试，除了我以外宿

舍里的其他女孩都在准备考试，我受不了了。”“回家之后

我哭了，因为在家里经常听到别人说‘就知道你在那里呆不

久’这类的话，我呆了一个月，就又回来了。因为我想，别

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