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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90_E8_87_AA_E5_c67_159357.htm 一、 自学考试教育

功能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１.开放性。体现在学习条件不受限

制，教学手段多样性；专业设置以社会需要为准，可以及时

地作出调整。 ２.主导性。指国家对考试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确定专业计划和课程考试大纲后，精

心地编制教材和其它的教学媒体。通过体现知识体系的教学

媒体，控制考生参加自学考试的过程，以达到国家培养人才

的规格和要求。 ３.服务性。表现在自学考试的教育是一个过

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从上到下建立的一个较为健全的、功能

较为完善的机构和服务体系来完成的。 ４.终身性。教育特色

突出。同理，自学考试的特点又导致其教育功能存在着一些

不可忽视的问题。 （１） 重考轻学。在自学考试的各个环节

中，国家考试的地位无疑是最重要的，各级考试部门都把它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往往忽略了自学考试的教育过程，普

遍存在着“重考轻学”的现象。这种现象短时间内不会对事

业的发展造成多大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自学考试作为一

种教育形式，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对其向前推进将起到阻碍作

用。 （２） 缺乏教育的氛围。与普通高校相比，考生在学习

上缺乏有效的指导和交流，没有校园文化的氛围，这增加了

考生学习的难度，影响了自学考试毕业生的质量、成才率和

事业的发展。 （３） 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影响到自考的发展。 

（４） 助学的形式不丰富、管理不完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机制不够健全，管理松散，缺少有效的检查评估制度，指导



监督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或流于形式，没有对助学机构的

设立、教学过程及学生等各个环节制定出规范性的制度。助

学组织以合格率为生命线，自生自灭。 二、 转变观念，整合

教育资源，扩大自学考试的教育功能 自学考试经过20年的发

展，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形式和考试制

度。到2002年上半年为止，全国自学考试累计报考人数已

达3700万人，累计报考课次2.9亿次，在籍考生1704万人，开

考了11大类、280个专业，有370万考生取得了本、专科及中

专毕业证书，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以及终身教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自学考试作为一种教

育形式，量大面广，必须解决其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扩

大教育功能，以完善这一高等教育制度。 １.转变观念，考学

兼顾。教育部于1998年对我国普通高校的专科层次有个明确

的定位：即培养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应用人员。自学考试在人

才培养上，更应明确定位于应用型的人才。因此，在制定专

业计划和标准时应确定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但要强调动手

能力。针对于此，考试部门要改变办考的思路，即由过去单

纯的以考促学转变为考学兼顾，丰富自学考试的内涵，完善

自学考试制度，按照一定的教育规律科学地实施教育过程的

各个环节。 考试计划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必考课，二是选

修课。二者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必考课由国家或省统

一制定考试计划，统一命题和考试；选修课应侧重于实践，

可由国家或省制定出课程计划及考核标准，也可由各注册的

符合一定条件的合格的社会助学组织制定，报省级考试机构

审批，其选修课的考核均由助学单位来完成，省市级考试机

构加以评估、监督。普通专科学校和高、中等职业学校有稳



定的生源、良好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考试机构应主动地

和他们加强合作，使自学考试与之有机的接轨，或有针对性

地面向这些学校开设适销对路的专业，并有计划地、科学地

下放一定的考试权力，充分地调动其助学的积极性。自学考

试不仅能得到较好地发展，而且教育的过程也由被动变为主

动，学习质量将得到较好地控制。 ２.正确引导，完善监督。

社会助学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由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发

证，在自学考试机构登记的助学组织均可以参加助学工作。

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是保证这个开放系统正常运行的基

石，也是自学考试教育中必要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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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