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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9_94_A6_E5_c67_215329.htm 四月自考马上就要开

始了，考前这段日子可能是最难熬的，这里为了给大家减轻

一些心理压力，我谈谈我的自考学习和应考方法。希望能给

朋友们一点帮助 学习的第一步，就是看书。看书是整个学习

中的一个重要的过程，所以在第一次看书时，可以把不懂的

地方做个记号，留下你的足迹！关于书要看几遍是因具体情

况而定的。其实，要看几遍书不是本质的问题，关键是要把

书上不懂的知识弄懂，也就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只有这样

才会有进步！ 我把要学习的课程分成四个类别，对于不同类

别的课，学习方法有所不同： 1.记忆量较小的课程。 如公共

政治课。我的方法是，先粗略地看一遍书，然后可以做一下

买的辅导书上的选择题（如时间不够，可以不买辅导书、不

做辅导书的题），做错了就看看书，弄明白为什么做错的！

2.记忆量较大的课程。 类似于英语（一）和英语（二）等课

程！我把我学习英语（一）的方法介绍一下： 第一，在看课

文之前先把课后单词表的新单词读读背背，最好把单词的音

标读准。其实，这一步也就是对单词大概的熟悉一下，背不

出是正常的，不用紧张，单词只需要慢慢地熟悉，慢慢地加

深了解就可以了。 第二，看课文时把自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

英文单词、词组的中文意思，通过查字典，标注到课文中对

应单词、词组所在行的空白处。这样，下次再看这篇课文时

，就不会因遗忘单词的中文意思而再次查字典了。这样一边

查字典，一边看课文的同时，一定要弄明白课文讲的中文意



思是什么！我就是这样看完整篇课文，看完整本书的。在每

次要学习新的课文前，可以把已学过课文的单词再背一背，

做到温故而知新。 第三，由于课后的习题比较多，所以在一

篇课文看完后，对于课后的习题可以适当的选做，而不必全

做。如果时间不够的，可以不做，因为这些题与考题还是有

一段距离的，所以还不如多用点时间看看课文呢（如，单选

、中译英等题目都直接取自课文）！当然，课后的语法专题

是一定要看的，很多题都是从这里选的，而语法专题后的习

题则可以不做。如果你的学习时间比较充裕，还可以做买的

辅导书上的题。 3．内容比较灵活的课程。 对于高等数学，

如果是完全靠自己看的话（当然也可以去上辅导班），在看

书时，就要对书中所有的定义、定理、命题、推论、公式等

有基本的理解，检验是否理解的办法是：如果书中的例题看

的懂，并且把书合上后能把题做出来，这就表明基本理解了

。另外，课后的习题和买的辅导书上的题可以是每看完一节

就把题完做，或者等到书全部看完后再集中精力来做。如果

时间不允许，可以不做的，只要把例题做好就行了！ 对于要

进行计算机编程的课，一定要把书上的示例程序输入电脑调

试运行，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记住程序的语法规则了！ 4．

要记忆又要进行计算的课程。 像经济管理类专业中的课，如

财务管理学、管理经济学等。对于财务管理学，方法是：建

议先看一下考纲，考纲上写了“如果在考纲的标题上（节标

题或是节以下的标题）有五角星就是会计专业要考察的内容

，没有的则是各个不同专业（包括会计专业）都要考察的内

容“。所以，你可以在书中相应标题上打上五角星来标明这

些是自己可以不看的，这样可以缩小看书的范围。看书时主



要就是看不打星的内容，特别是其中的公式都要理解、例题

要看懂（如果有例题的话）。而对于打星的只要浏览一下就

好了，如果时间不够的，不看也行。另外，在某些不打星号

的章节里，有时一页纸上竟有5~6个公式，而字却只有2~3行

，那么这些公式就不用看了，因为这些公式是不可能考的，

如果考到了，也是不会有人考得及格的。 接下来，介绍复习

迎考的方法。 我的法子是：用历年试卷来带动整个复习过程

，复习一定要有针对性，复习开始的时间不要定得太完，只

要书看完了，就可开始了。当然，对于要背的可以到考前再

背，以免到考试时都忘的差不多了。 对于不同的课程，复习

迎考的方法有所不同： 1.记忆量较小课程。 由于公共政治课

的考题重复率较高，所以可先把历年试卷的选择题作完，这

些历年的选择题已经足够对付考试了。然后你可以把从2000

年开始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的历年试卷上的简答、论述题背一

背就行了！ 2．记忆量较大的课程。 对于英语（一）：我在

复习时坚持每个双休日集中把每一篇课文的单词背背、课文

看看。在看课文时要侧重于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还要再看看

语法专题。等你这样来回看了几遍后就可以掐着手表做试卷

了。另外，你还可以做买的辅导书上的完型填空和阅读理解

，炼炼速度！ 3．内容比较灵活的课程。 对于高等数学：首

先是做历年试卷上的题，由于出题的人总是按书上的基本知

识（定义、定理、命题、推论、公式）来出题的，所以每个

题总是有书上的基本知识予以对应。如果不会做，就看试卷

的解答，解答看不懂就翻书，这样就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还有就是对于考卷上不同类型的题要总结解题的步骤和思路

，这样就能以一挡十了！总的就是要反复做题，反复翻书。



4．要记忆又要进行计算的课程。对于财务管理学： 第一，

选择题。我自己在复习时看了历年试卷上的题，觉得都不会

做，因为题目出的很刁。我的办法是你可以把试卷上的题都

标记到书上，在旁边写上是几几年的什么类型（选择题、简

答题、论述题，计算题等）的考题。这个过程一开始时是比

较艰难，因为你会发现很多题的原型和答案在书上好像找不

到。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最后，几乎所有的题都能找到出

处！而且会发现这些出题的地方往往比较集中。你接下来要

做的无非是把书本上的这些重点内容及周围的内容都仔细地

看一下。由于在考纲上打星的内容也会考单项选择和多项选

择题，所以这部分内容也是要看的，不过稍稍看看就行了，

特别是其中的公式是不用看的。这样的复习已经足够应付选

择题的40分了。 第二，简答题、论述题。你最好能背熟历年

试卷上的简答题和论述题，因为可能下次会重复或者是以多

项选择题的形式考你。我去年考的时候就有2道简答题和1道

论述题是重复的。另外，我自己还总结了一些题，一般就是

在书中找某一节下一层的黑体字标题或是黑体字标题的下一

层标题的内容中有1、2、3、4、5、6个数不等的表达清晰并

且有内容、作用、组成、特点等字样的陈述，这些可以归为

简答题和论述题。之后，你可以花点时间把题抄在本子上，

这样有利于集中背诵，而不用再翻书了。注意：在把题目写

好后，要稍微动动脑筋把书上的答案简化并提炼一些主要的

句子抄在本子上，不要大段大段的，因为这样是不易背诵的

。我在考前选择了一部分题背了背，因为我归纳的有些题是

特别偏的，本来是准备以防万一的，后来由于时间太紧，而

且其他课程也要考试，所以最后把一部分自己认为考的可能



性很小题舍去了。 第三，计算题。关历年试卷上的计算题自

己一定要做一遍，如果公式不熟就看书。每做完一题就查标

准答案，看看自己是否做对了，但绝不能先看答案再做题。

你想想看，现给了公式了，可还是没做对，而在正式考试时

是闭卷的，不能看书，到那时就更加考不出了！对于没做对

的题一定要把书上公式周围的文字仔细的体会一遍，要彻底

弄明白每个量的真正含义。 此外，对于考试我还有两点建议

： 第一，某些联系紧密的课可以接着考。比如，英语（一）

和英语（二），高等数学（一）和高等数学（二）。如果你

这次把英语（一）考完了，那么你在下次考试时就接着把英

语（二）也考了。如果你不接着考完英语（二），那么等时

间一长，单词就容易忘记，以后再考就要先复习英语（一）

的单词了。高等数学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二，如果第一次考

试没有通过，等你第二次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恐惧心理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勇敢面对。有的人说，我没花多

少时间的课倒是过了，而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的课却没过。我

想，那可能是由于复习缺乏针对性，也即你努力去复习的内

容没有考到，都考了你没注意到的内容。因此，你一定要充

分发挥历年试卷的作用，对于每一道题都要认真去做，不要

轻敌。总之，你花了多少时间就一定会有多少回报的，学习

上一定要努力，不要轻易放弃！ 结束语：学习方法不是一个

数学公式，不能简单的套用。因为每个人所学专业不同，个

人养成的学习习惯不同，精力也有些差异，学习时间的多寡

等因素，所以如果这些自考前辈们的学习方法中哪怕只有一

句话对于你的学习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也感到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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