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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9_E8_87_AA_E5_c67_158692.htm 在业余自学中，我

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同志对教材随便翻翻，

或是读哪儿算哪儿，或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有的同志将

课本丢置一旁，只看辅导资料、复习提要；有的同志课本看

得也挺认真，可成效却不明显。那么，业余自学怎样才能安

排好有限的时间读好教材，获得更多的知识，顺利通过考试

呢?本文想从业余自学者学习的实际情况出发，谈一谈业余自

学怎样读好自己的教材。 一、概览，初步了解教材，订好学

习计划。 概览即读课本的前言(序言)、目录、后记等；一页

一页地翻读课本内容，对课本的全部内容浏览一遍。概览的

主要目的是对课本的概貌，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基本

原理、结构体系等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通过概览，还要了解

课本的难易程度，做好读书的思想准备。概览还有利于对某

一学期或某一阶段的几门课程做好时间精力的安排调度，拿

出自己的学习计划。概览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主要是了

解教材，对学习有一个安排，制订好学习计划。 二、通读，

全面把握教材内容。 通读即对课本从头至尾、逐章逐节、逐

字逐句地读一遍。通读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认识和熟悉教材，

接受知识，对教材有一个总体全面的把握。通读是对教材全

面而关键的一读，所以，在通读中要特别注意做到如下几点

： 一是要讲究阅读次序。凡一本教材的内容，都是有一定的

科学体系的，应从头至尾，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是要排

除杂念和干扰，专心致志地读。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



扎克读书时，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集中在书上，他仿佛不再

觉得自己肉体的存在，而只有他的内在官能在起着作用，好

像在书本的太空间遨游。这简直是一种忘我的读书境界，有

了这样的读书境界，读书效果还能不高吗?我们读书也应该向

巴尔扎克学习，全身心地，忘我地投入到读书活动中去，努

力提高读书效果。 三是在遇到不懂的地方的时候，不要停顿

下来，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通读还是初读，主要目的是尽

快将全书读一遍，对课本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而不是

将全书所有的知识理论全都理解和掌握。但是通读也不能一

味求快。 四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要读，自己不感兴趣的甚至

讨厌的内容也要认真地读，争取全面理解和掌握知识。 五是

要对概念、原理、难点、疑点、重要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笔

做出不同的记号，读读画画圈圈，为听课、求教，为进一步

的读书学习做好准备。 三、结合辅导资料读，弄清弄懂重点

、难点、疑点内容。 结合辅导资料读，就是在通读的基础上

，辅导资料与课本相结合地读，力求弄清重点内容，弄懂难

、疑点内容。结合辅导资料读是一种有重点、有针对性、有

选择的读。辅导资料一般都是专门编写的自学辅导用书，都

是就课本上的主要内容进行辅导，告诉你重点、难点以及指

导你如何理解难点和自学课程，有的辅导书还专门针对疑难

问题进行解答。这些辅导资料对自学课程很有帮助，应结合

教材认真地读。在结合辅导资料读课本的进程中，要注意这

样几点： 一是对于那些不相关、不配套的辅导书，最好不要

乱买乱看，以免混淆视听，给学习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二是

除了读辅导材料外，还有必要备一些工具书，如有关的词典

、辞典、手册之类，以便遇到不懂不理解的内容时查阅。 三



是要突出重点难点。重点内容要重点读，要多花些时间多读

几遍。难点内容因为是难点，读一两遍往往不能理解和掌握

，所以要反复地读，积极地思考，边读边想，多读多想。多

读多想，其义自见。 四是不能只注重抓重点、难点、疑点，

还应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注意弄清每门课程的逻辑起

点、逻辑主线、逻辑终点，并以此作为掌握该门课程内容的

基本线索，全面系统地掌握和理解课程内容。 四、围绕老师

的辅导读，弄懂弄通难点、疑点内容。 围绕老师的辅导读，

就是抓住辅导老师集中上课的机会，自学教材，力求弄懂弄

通教材的难点、疑点内容。业余自学，老师集中面授的时间

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得法的老师总是就课程的重

点、难点和疑点内容进行讲解辅导。作为学习者，不仅要珍

惜机会，参加听课，更应围绕老师的讲授读书。讲之前，进

行有目的的预习读；讲之后，进行复习读。这样讲读结合，

就比较容易弄懂弄通难点、疑点内容。 五、针对考试大纲、

复习提要读，掌握和记忆知识，顺利通过考试。 针对考试大

纲、复习提要读，是一种复习读，就是要将考试大纲、复习

大纲、复习提要等与教材结合起来读，有重点、分层次地掌

握和记忆课程内容，顺利地通过考试，争取好的考试成绩。

在复习读中，要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要遵纲循本地读，防止

两种偏向：一种是只读教材不看考试大纲、复习提要；另一

种是只看考试大纲、复习提要，不看教材。 二是要分清主次

，突出重点，避免平均用力。各门课程的考试大纲、复习提

要都会揭示出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还

会对教材各章节分别提出识记、理解、应用和掌握程度的不

同要求。对于掌握，一般分三个层次要求，即了解、一般掌



握、重点掌握。要求了解的内容一般是某些应该知道的知识

，主要是要求我们了解有关的一般概念；要求一般掌握的内

容，一般是某些重要的常用的知识，主要是要求我们理解基

本内容并记住主要含义；要求重点掌握的内容，一般是一些

必须具备的知识，主要是要求我们深入理解和记忆。因此，

我们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和先后次序的安排上，应该是先重

点掌握内容，后一般掌握内容，最后才是了解的内容。 三是

读与抄相结合，提高复习读的效率。读有读的作用，抄有抄

的作用，但是，当你把读与抄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新

的学习效果。读书只发挥了眼、脑、口的功能，而抄除此之

外，还调动了手的功能，这就能更快地接受和掌握知识，有

助于加速记忆，增强记忆的准确牢固性。 以上论述只是从读

书的过程角度，对自学教材作了一些方法技巧的指导，希望

它能帮助你在有限的业余时间中，读好自己的教材，学有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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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