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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8_80_83_E8_c67_159181.htm 近年来，我国高等

教育入学率显著提高，社会上有个别人认为，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我认为

自学考试应该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 我一直在高校做比较教育研究工作。回顾这些年来我

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国外的先

进经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我国

有长期重视考试的传统，人们对高等教育寄予无限期望，期

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子女及家庭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而

普通的正规高校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这就使

没有入学门槛的高自考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有了扎实的发展

根基。 人们习惯于从数字上谈高等教育，即便从这个角度看

，高自考也很重要，它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贡献了2.5个百分

点，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提高民族的

文化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 群众的多元需求必然带动高等教

育的多元供给。自考有普通高等教育不能替代的作用，电大

、函授、网络教育都不能代替。它不设门槛，学习者可以完

全按照自己的进度安排学习，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在技术变革日新月异、职业转换之快前所未有的今天，公

众需要一种可以帮助他们控制或者改变命运的手段，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就成为这多元选择中的一种，因此把高教自考的

作用仅仅视作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拾遗补缺的观点是不够全面

的，高教自考应该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有其独特的地位。 



当然，自学考试的发展今后会有变化，一方面，高考录取率

在提高，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落榜考生减少，会挤压自

考生源；另一方面，历史上，一些大学曾对自考非常积极，

因为当时可以利用大学的闲置资源。现在大学扩招了，真正

能拿出的闲置资源越来越少，加上大学能接受到的资助形式

很多，高校对自考的重视会和过去不同。 自考要关注普通高

校框架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高校一直难解决的专业和就业

打通的问题，高自考可以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建立更密切的

联系，开设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专业，并且可以更迅速地根据

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考试计划。高自考可以与行业建

立更密切的联系，根据行业的特殊需求，量身打造专业考试

计划。高自考还可以、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部地区和农村的

需要。 人类已进入学习化社会，学习成为人们的终身需求。

自考的生源组成会变化，现在仍然以青年人追求学历为主，

将来会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成年人需求，可能在专业领域，可

能在闲暇领域，也可能为转行需要，这些是高自考发展的重

要基础。 在政府层面，要研究高自考的政策，跨越政府部门

的局限，为高自考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使高自考制度和

考试内容与国家行业准入制度沟通衔接。否则，高自考的发

展会受到影响。 对自学考试的指责我也听说过。客观地说，

高自考作为一种以考试为中心组织实施的高等教育形式，有

其内在的弊端，对于考生的情感发展、考试前的焦虑心情和

毕业后的就业等，高自考就很难像普通高等学校那样提供帮

助，这不能不说是高自考的与生俱有的不足。对于这类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认识，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有

其内在的不足，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攻其一点而否定全局。



其次，我们要研究这些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减缓考生的压

力。比如说，可以考虑网上或电话等方式咨询，包括学习难

点咨询、学习方案设计指导，考试前后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

等，全国能否自上而下提供这种服务？高自考管理部门也可

以委托高校、地区心理咨询辅导机构和社会机构来提供服务

。 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研究高自考的性质、发展规律和当

前面对的问题，高自考一定会有新的发展空间，为我国高等

教育大众化做出贡献，为提高国民素质做出贡献，为世界高

等教育体系提供新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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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