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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自学考试，到1994年春季顺利通过了30门课程的考试和

毕业论文答辩，获得法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历时整

整10年。成为我所在单位最早通过自学取得本科学历的人。

自考毕业后，有人问我，你是搞文学工作的秘书，工作又忙

，家里也有拖累，那么你是如何处理在艰苦自学中所遇到的

矛盾呢？经此一问，我也认真回顾一下自学生涯中解决自学

矛盾的方法，并将它写成此文，供正在自学的考生们借鉴。 

一、“工、学”协调工作和自学的关系 作为一个研究所的秘

书（以后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作是繁忙的，生活也是紧

张的、快节奏的。每周二、四、六晚上是我主要学习时间，

安排的满满的。从1984年秋季起，这三个晚上坚持到城里辅

导班听课，每次听课回来已是10点多钟，还要坚持看1个半小

时的教材。 在处理工与学的关系时，我最深的体会是：一心

不二用，即工作时精力集中，绝对不想学习的问题。工作时

聚精会神，就可以避免和减少差错，提高效率；反过来，本

职工作圆满完成了，下了班就能安心学习，不在牵挂工作上

的问题，因而也获得了单位领导对自学的支持。 二、狠“挤

”时间时间和课程的关系 我有个“时间帐本”“效率手册”

。记载着我每天工作，学习时间利用的情况。我曾细心作过

统计，平均每月可以从业余时间挤出一百多个小时用于学习

。我认为，如果每天总是8小时正常上、下班，一天挤3个多

小时是完全能做到的。可现实生活中会有很多变化。工作忙



起来，晚上就得“开夜车”有时，为赶写一个长篇紧急计划

，往往把一星期的业余时间全部花进去。再说谁能没有家务

事，谁能没有个头疼脑热的？这些，都可能会打乱正常的学

习计划。面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在正常的情

况下就要“挤”得更狠一点，一个晚上经常要学习4个小时。

我深知自己已是快40的人了，精力和记忆都不如年轻人，时

不我待，莫让年华付水流，因此，自然形成了“挤”时间的

习惯，即使是开会前的几分钟，也要拿出笔记本看上两眼，

记忆和背诵几个概念。 三、比翼双飞自学和家庭的关系 我刚

开始参加自学考试时，爱人很支持。可是，天长日久，也难

免产生矛盾。我一心扑在书本上，不仅家务活干得少，而且

和爱人说话，陪爱人出去玩玩的时间也少了。特别是到了星

期天，紧张工作了一周，爱人想改善一下生活，忙着烧饭做

菜，而我却想的是充分利用这一天的时间来读书。这可真是

“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办呢？ 我想了一个主意，就是鼓

励她也参加自学考试。开始，她不愿意，但我去自考办买回

自学大纲和会计教材后，她翻了翻教材，渐渐被这些专业课

程吸引了，终于下定了自学的决心。现在，她也通过了好几

门课程的考试。 说来也怪，原来我一个人自学，家务事特别

多，爱人忙不过来，我心里常感到不安；现在两个人自学，

把孩子托付给父母，家务事反而少了。自学中，我们一日三

餐大都在食堂吃，在生活上能简则简，学习紧张的阶段，连

星期天也不做复杂的饭菜。物质生活标准降低了，精神标准

却提高了。 四、讲究方法拚劲与巧劲的关系 参加自学考试，

常常要同时准备好几门课程，的确要有一股拚劲，还要讲究

方法，学会使巧劲。 我在学习中这样使用巧劲，首先，我在



学习中体会到，法律专业的这些课程各有各的特点，自学者

应当善于对各种课程区别对待。 学习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律史和形式逻辑这几门课，我从不反反复复看教材，

只是多做练习题，多回想，题目不会做的时候再翻翻书，这

时候更容易记住。对这些课，我只在临考的一两周，再把教

材翻阅一边，略作温习。这种复习，只是“检漏”。 对于哲

学、政治经济学等一些理论性较强，有指导性的课程，我则

采用另一套方法。我在哲学课笔记本上每一页都用铅笔画上

一道竖线，把一张纸分成左右两半，一半时正文，是第一次

通读全书的笔记，另一半是以后每次从读教材时补充上去的

新内容、新体会。 民法、刑法等专业课，是法律专业的重点

课。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读教材上，看了大量的案例，我的笔

记页根据课程需要分成两类：A类，把应当掌握的基本概念

、一般要点记成卡片，再汇集成小本，随身携带，经常翻阅

。这些基本常识要时常自测，渐渐烂熟于心，但花费的是零

碎时间。B类，是对重点法学原理、重点案例和重点法规进行

强化理解记忆，分析后根据教材整理，归纳，某些地方根据

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认真思考之后写成详细文字材料。这种

学习方法费时较多，但受益甚大。自学中有许多规律，只要

在实践中探求，找到规律，就能事半功倍。 五、独立思考钻

研与辅导的关系 刚开始参加自考时，我认为自己基础差，又

不是在正规大学直接听讲，看到课程内容很多，曾一度产生

畏难和依赖辅导和倾向。随着自考经验的积累，自信心逐步

增强，我就坚决地以个人独立钻研为主。开始自学两年中，

用于听辅导的时间较多，因地处远郊，往返一次要三个小时

。后来我感觉到，在自己还没有钻研之前就去听辅导，往往



容易走马观花，收 获不大。而在自己下多一番功夫之后再去

听辅导，听老师讲到和自己分析、归纳一致处，就有锦上添

花之感，体会更深；而老师讲到自己百思不解之处，又会有

茅塞顿开，豁然领悟之快。这样一次辅导听下来，就会得到

很深的印象，切实的收获，而课后复习的时候，重点就放在

这几点上，其余自己一看就懂或容易记住的地方，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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