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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9_AB_98_

E6_95_99_E8_87_AA_E8_c67_158754.htm 几年来，我先后参加

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专业的十五门考试，英语专业

的十门考试和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七门考试。由于家

住远郊，参加城里的辅导班极不方便，这历经风风雨雨才取

得成功的数十门考试，都是自己对着指定教材及几本少得可

怜的指导书灯下苦读的结果。由此我也颇有心得：参加自考

的人一般都是边工作边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如何在最短

时间内，经济有效地掌握所学知识，争取最终胜利呢，我总

结出了自考学习三段五步法，结果是屡试不爽。 了解题型俗

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考试如打仗，要上战场，

先要了解对方的排兵布阵方式。所以动手学习之前，要先到

本区（县）自考办翻阅前一两年的旧试卷，看一看本科考试

都有哪些题型：填空、选择、判断、简答、分析⋯⋯每科有

每科的出题方向，每科有每科的题型特点。了解题型，做到

心中有数，不仅会使自己的复习有针对性，同时也不致于在

拿到考卷后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有句话是“自学考试无重

点”，这不是说考的内容非常简单，而是说自学考试的考查

面范围广。要通过考试，不仅要依靠考生自身的基本功：能

力和已有知识经验，更多的是依靠考生对指定教材内容的理

解与把握。对指定教材的学习要花费大精力、长时间，可分

三步走： 铺面拿到一本或几本新书，先要整体阅读，要明确

哪些东西要记忆，哪些东西可简看；哪些东西可能出填空，

哪些东西又可能会简答⋯⋯在这一步中要注意完成几项工作



：（1）要有“量”。在阅读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全面注意

知识点，不要遗漏任何有用的字、句、段。（2）要圈划。在

阅读的过程中，要用不同种类的笔（钢笔、铅笔、圆珠笔等

，分别代表此内容分属哪一道题）、不同颜色的笔（红色、

蓝色）黑色等，分别代表此题的重要程度）、不同的符号（

直线、曲线、圆点等，分别代表不同的题型）作标记。（3）

要浅记。对所选中的内容，无论自己认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

的，是大题还是小填空，都要反复诵读，全面背诵。但这时

背诵只是初步的，不用管是否记牢，是否真懂，马达到对新

内容有印象足矣。 抓点在“铺面”这一步中，我们已经对教

材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已在崭新的书上分门别类地作

了各种标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选择出的要点进行较为严

格的真正记忆。这时要以“每道题”为单位去背诵，要背一

个记住一个。对于题中的重要字、句要能一字不错地记住；

对于理解性较强的大题，可抓住几个重要字眼牢记，把其余

部分弄懂即可，答题时再即兴发挥一些。 串线“抓点”环节

是对教材局部与局部的理解与记忆。要想对教材体系进行整

体把握，就要做“串线”工作。这时要先把书合上，然后打

开目录，看教材整体结构分几大部分内容。哪些章节之间联

系紧密，哪些章节有前后对照情况，例如“政治经济学”中

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哪些章节中的内容

量较大（占书中的几十页），就要预防是否会出综合型的大

题，例如“教育原理”一门课中的几大德育原则、德育方法

，几大教学规律有哪些等等。 由于有了先前的记忆基础，“

串线”工作不需花费很长时间，只对教材进行较快速的翻阅

，串出主体结构，对教材几大板块了解于胸就行了。 分析例



题如果复习时间许可，考生可寻找一些有关的辅导书看看。

另外，最好找几套带答案的样题。首先自己试着答一遍，然

后再看看答案。分析一下这些答案的特点，揣摸答题思路，

掌握答题主旨，以便使自已的回答能够尽量简明、贴切，符

合出题人的要求。 自学考试虽然很难，但如果能按这三段五

步法去复习，你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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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