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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似乎没有给同学们带来多少的激情，然而这却不能阻挡

同学们报名自考的热情。12月1日到5日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报名的时间。作为自考大潮的主力军在校大学生可谓是

挑了大梁，担当了其中的主角。日前，记者在无锡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自考书友协会报名点走访时发现，前来报名自考的

同学络绎不绝，把报名点围得水泄不通，而且队伍是神龙见

首不见尾，一个长队候着。“自学考试，叫我如何不爱你”

，记者有这样的感慨。 “自考，圆了我的本科梦” 这次是自

考报名的时候，同时也可以查询自考的分数，有许多同学都

来查看自己的分数。真可谓“一家欢喜一家愁”，记者在现

场看到众多的表情：有欣喜的，有沮丧的，有懊恼的⋯⋯

“10月份我考了剩下的两门，而且全部通过了，真是乐翻天

啦，终于可以圆了我的本科梦了。”该院贸易经济系的周同

学告诉记者，由于种种原因，高考没有把握好机会，最终还

是进了高职院校。但是，老天不负有心人，从大一开始周同

学就报名自考工商管理。经过这次努力全部11门课程都通过

了，现在就等着成绩单出来去市自考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山外青山楼外楼，周同学还向记者透露：等拿到自考本科文

凭就准备考研。当记者问及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家自考的时候

，电子工程系的沈同学告诉记者：“现在专转本是民办院校

，不但学费高而且文凭也不是特别硬的。自学考试既经济又

实惠，而且不受年龄、地域和学历等诸方面的限制，这次考



不过下次还可以继续考。” “为了工作增加筹码” 时下严峻

的就业形势，促使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的学生选择自考、考

证、专转本和专接本考试。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在求

职时增加一个砝码，提高一些底气，从而能够找到一个更好

的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在报名现场，贸易经济系的时同学

向记者说道：“上月29号，第七届长三角地区大中城市联合

招聘会，在市图书馆一楼大厅举行。当时，我过去是亲身体

验什么是招聘会的，自己长这么大了还不知道什么是招牌会

，就只是听说而已。那天去的时候，应聘的人流就像潮水一

样涌动，我当时就惊呆啦，心想自己现在才是大一，等到我

大学毕业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呢。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就

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趁刚刚进大学的这会儿

有机会去自考，提高一下自己的学历层次，为以后找工作铺

路筑桥。” “上了自考的船，就要坐到底” 既然自考像上面

说得如此简单，那么是不是就有很多人通过了呢，是不是有

许多人能够做到学习本专业和自考不冲突，工作与自考不冲

突呢？其实事实不尽如此，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为数不少了

报名者没有眉开眼笑，而是眉头紧锁。旅游管理系的张同学

就很郁闷了，“本来打算好，差不多再报这一次就可以通过

的，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还有两门没有考好，而且都只是差

几分，只能等到明年1月份加考或者明年10月份再考了。上了

自考的船就要一直乘到底，否则就着不了岸的。”张同学还

告诉记者，他现在是毕业班，同学们要么都在忙着找工作，

要么都在办理相关的毕业材料，自己还在准备明年1月份去考

试。真像他所说的，“恨不得把一个人分出两个来用。”据

介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年有四次（1月份、4月份、7月份



和10月份），不过1月份和7月份的加考不但报名费用高（200

元/门）而且时间仓促，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复习，所以

通过率并不是太高的。和小张一同来的杨同学，他向记者倾

诉着他的苦处：“由于自考我差不多荒废了我的专业课程。

一开始的时候，我拼命地‘啃’着自考书，不管是什么时候

都是的，课余时间，课堂时间。上次就是因为临近期末考试

了，自己没有复习好自己的专业课程，上课也不听老师讲课

，课堂上只管看自考书做自考题目。虽然说考得还行，也通

过了，结果专业课却搞得挂了两个红灯，补考才通过的。” 

“自考改革适应了自考生的呼声” 自考是一个耗时间的差事

，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在同一个考场上你会瞠目结

舌的：既有“爷爷级”的考生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答着题目

，也有毛头小伙子进了考场不到30分钟就出来了的情形。据

介绍，有的专业有20门课程，有的专业却只有10门课程左右

，作为大专生报名这样的专业就要慎重地考虑。针对这样的

情况，江苏省考试院自学考试办公室作了相应的改革，把大

部分的专业课程精简了。机电工程系的缪同学兴奋地向记者

说道：“上大一的时候我报考的是新闻学，由于自己不是新

闻学专业专科生所以就要加考相关的课程，比如《新闻学概

论》、《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学概论》。去年改革了，

不需要加考那些基础课程，原来14门现在只有11门了，这对

于广大的自考生来说是多么大的一次进步啊！这样节约了我

们很多的时间，从而可以更加专心地去复习其他的课程。” 

“选择专业要量体裁衣” 报名现场如此火暴是令记者所没有

想到的。只见一个大一模样的同学一边仔细地翻阅着《江苏

自学考试》，一边咨询怎样去报名怎样去学习。记者在这本



杂志上看到报考的专业涉及各个方向，差不多每个专业都有

。当记者谈到如何选择自己的报考专业时，自考书友协会的

负责人黄成理向记者同时也向报名者这样解释道：“我个人

认为，作为文科生最好不要报考理工科的专业，尤其是有高

等数学的专业；理科生可以选择文科方面的专业，但是也量

力而行。还有就是不要报考比较生僻的专业，像监所管理、

中药学⋯⋯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要本着务实的态度选择好

自己喜爱的擅长的专业。”同时，记者也发现有许多同学自

己所学的专业与报考的专业大相径庭。贸易经济系的彭同学

告诉记者，她学的是国际贸易/物流管理，但是报考的却是公

共关系学。她表明了她的观点，“现在，我们必须得转变一

下自己的就业择业观念，并不是自己所学的是什么以后就一

定从事什么，专业不对口的现象是存在的。自己不但在国贸

、物流这个方面可以找工作，而且在公共关系那个方面也可

以找工作的，这样就又有了个选择的余地。所以我选了公共

关系学。” 负责人视点：理性地面对自考 走访结束后，记者

感触颇多：在校大学生的超前意识是如此强烈，在校期间就

慎重地考虑了自己的前途。然而，一窝蜂地报名自考，是良

禽择木而栖呢，还是趋之若鹜呢？就此，记者电话采访该院

成人教育中心负责自考事宜的郭明友老师，他是向记者表示

：“从眼下的形势来看，我院报名自考的人越来越多，我看

在眼里乐在心里。这么多人报名自考是欢喜还是忧呢？我个

人认为，同学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能人云亦云

，亦步亦趋。自考不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的，需要的是时间

、毅力和耐心。在选择好自己的专业的同时，得好好地考虑

一下自己是否有时间和毅力考下去，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来



也匆匆去也匆匆，最终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既然目

标是地平线留给自己的就是背影；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管风

雨兼程。以上是经验之谈吧，同时也给广大的自考生提个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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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