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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7_AA_E8_80_83_E5_c67_494456.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能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的教

育模式。它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自

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的一种形式，是

我国改革开放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之一，时至今年已经走过25个年头。

在多元教育迭出的今天，怎么对待自学考试、怎么看待自学

考试的发展，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2006年10月22日，北

京第二监狱的教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29名身穿灰蓝底色、

白条文囚服的男性考生。清一色的小平头，不少考生还戴着

眼镜。这天他们与17万多名考生一起参加了自学考试。巧合

的是，这一天也是北京市监狱局为犯罪服刑人员设置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特殊考场20周年的日子。当天，全市有800多名服

刑犯人在监狱中参加了自学考试。 在千千万万自学高考的场

景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画面。提起这段生活，数不清的学

子为之动容：“自考，我的大学。” 前不久，自学考试高层

论坛在秋日绵绵细雨的成都作为东道主的四川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涂文涛同志，在欢迎辞中披露了四川自考的一段数字： 

四川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自学考试功不可没。起步

于1984年的自学考试，当时仅有2个专业，4万考生报考。经

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全省开考专业已经达到了128个，涵

盖了各个学科门类，考生规模达到了50万人次，学历层次从

以专科为主发展到专科、本科并重，以本科为主，从单纯的

学历教育发展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全省自学考



试20多年来累计报考人数达到了948万人次。目前，获得专科

和本科毕业证书的考生达到32万余人，还有1000多名自学考

试毕业生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自学考试已成为全省高等教育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 20多年来，自学

考试制度实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全国累计有4300万人

、1.4亿人次参加了自学考试，培养了625万本专科毕业生，目

前在籍考生2700万，每年参加自学考试的考生始终保持在1千

万人次的规模，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

育转变，提高了人民受教育的年限和劳动力整体素质。 自学

考试制度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北京师范大学靳

希斌教授主持的教育部考试中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经济效益

调查的科研项目的统计，以广东、浙江、北京、河南为例，

我们国家的自学考试，国家投入到自学考试上的经费，一门

功课大概是7到11元，一个专科毕业生要学完15门左右的课程

，本科生二十几门课程。而一个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生

均经费已经达到了1万多元。粗算一下，自学考试的生均投入

是普通在校生的5%，按照625万本专科毕业生计算，就是1千

多个亿。 特殊考生圆大学梦2006年10月22日，北京第二监狱

的29名服刑人员与全国17万多名考生一起参加自学考试，巧

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北京市监狱局为犯罪服刑人员设置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特殊考场20周年的日子。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

有4300万人、1.4亿人次参加了自学考试，培养了625万名本专

科毕业生，目前在籍考生2700万人，每年参加自学考试的考

生始终保持在1千万人次的规模。 图片由《北京考试报》提

供 在“十一五”自考经济效益调查中，86.2%自学考试的人认

为自己通过自考后，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在“



能不能承受自学考试的费用”的时候，73%的人认为这样的

费用能够承受，选择不能承受的只有7.2%。自学考试为那些

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创造了机会，而且使那些特别是在经济

财力上达不到的人创造了机会。 自学考试不仅仅为考生带来

了经济效益，而且带来了社会效益，如自身素质的提高，择

业空间的扩大，视野的开拓，个人职业空间的发展，生活质

量的改善，人际关系的协调，良好的品质信念的形成等

。90%的考生认为自学考试带来自身素质的提高。 自学考试

在培养人才模式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宽进严出”，真

正的学分制。 这样的制度促进了我国民办高等院校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的民办高等院校许多是建立在自学考试制度上

的。自学考试制度为民办教育搭起了一个施展的平台。 上一

页 [1] [2] [3] [4] 下一页 自考要居安思危 1995年，在北京西山

曾召开过一个关于自考的研讨会。当时人们讨论一个问题就

是，自学考试是“发展战略”还是“权宜之计”？自学考试

这面旗还能打多久？ 近几年，普通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

各类教育形式的兴起，对于高自考带来不可回避的影响。 “

自考为什么能吸引上亿人次来参加考试、学习？我觉得与自

考这种特有的教育制度有关。”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说

，“我对自考生具有的一种自豪感感触很深。我过去出差，

在北京机场贵宾间的休息室里面，曾遇到五个人在同时参加

自考，其中一个同事已经拿到了专科文凭，还要参加本科考

试，大家都很佩服他。我想，这就是很多人愿意参加自学考

试的动力吧。” 这位在自考界享有声望的老人有一个特别的

感受：一个新的制度，在20多年当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不

容易。但也不能总沉浸在这种感觉当中，觉得我们一切都做



得够好了。 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赵亮宏说，应该看到自学

考试发展中确实有曲折、有困难，有危机感。自学考试要继

续健康发展下去，就要不断适应新的形势，顺应教育的发展

潮流，顺应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

大”以后，整个社会提出了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

求。自学考试这几年顺应了这个形势，大力发展非学历的教

育考试，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改革。 有关专家指出，自

考要居安思危，自考面临的竞争已十分严峻。 这位专家说，

远程教育的特点有五条，第一就是师生在时空上是分离的；

第二，要有媒体或技术来沟通，因为教育教学本来就是主体

的双边互动，因此交流的技术手段非常重要；第三，要有一

个机构来组织。自考仍然是一种教育，不是一种纯学习，要

有一个组织来实施，对特定对象进行有特定教育目标的教学

；第四，要有双向的通讯来支持。要有办学机构和主要代表

老师、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双方通讯，面授的也好，通过电

子的也好，都可以，但必须有反馈、有指导，有交互；最后

一个就是要以自学为主，助学为辅。近代教育是差不多把同

年龄的学生放到一个班来教育，这是近代大工业的教育模式

，而自考不是这样，它的对象非常不同质，这就需要组织者

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否则怎么来保证教学质量？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自学考试制度的创新势在必行！ 自考的使

命没有完结 按终身教育的要求，我国国民教育有一个最大的

不足：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甚至成人教育

都存在一个大问题，基本上都是面对未就业的青少年服务的

。而名副其实的“成人教育”远远不够。也就是说，按照自

己的要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年龄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学习



形式，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做到。而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建

设学习型社会，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 一位英国学者讲，一

个人一生当中要改换工作10次左右。全国工商联有一个统计

，中国的民营企业当中，企业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2.8年，就

是说，每个从业者可能面临“角色转换”的周期非常短。这

种转换必然需要学习。 因此，自考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结。 

天津考试院长乔丽娟说，要重视自考制度的建设，要以制度

创新推动自考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关键所在。目前高教自

考最重要的不是“考”的问题，而是“服务”的问题。考生

学习有困难，而我们的服务不够。如何做这个服务？于是就

涉及到既抓考试，又抓学习服务，既关注学习结果，也要关

注学习过程，建立这种社会化开放形式要求的学习服务体系

。因此，高教自考应该充分地整合社会教育资源，为人才培

养服务。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就自学考试的发展，提

出要遵循三种思维方式： 第一要确立序变思维。量变引起质

变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数量上，一种是结构上。原子那么点

质量，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就是因为产生了核序变。要讲

究序变，强调序变，因此我们提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要层

次上移，就是要发展自考中的本科生。我们国家的普通学校

办学结构，专科占53%的比例，而专科生能升本科的，一年

最多就是10%-15%，同时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以来，一共累计

约1600万专科毕业生。这样的数字，怎么样来完成专科升本

科？因此，自学考试恰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满足这样的需求；高自考要下移发展，就是要面向农村，面

向职业教育。全国考办提出“三个五”工程，就是直接面向

农村。现在的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70%大都是在工厂里，



现在不是说要他们学习，而是他们自己要自学。另一方面，

从结构上调整，就是专业非学历证书的考试。考试中心已经

与23个行业和部委在合作，在做资格证书的考试。自学考试

一年有1000万人次是接受学历教育，有600多万人是在接受非

学历教育。这确确实实为终身教育搭建了一个平台。 第二个

就是信息思维。现在的社会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

鱼。“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的毛入学率要达到25%，怎

么样来实现毛入学率提高？重要的是普通高等院校是主流。

那作为自考更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突出的作用。 最后是跳棋思

维。戴家干说，象棋是以牺牲对方来获取胜利的，而跳棋是

占有对方的地作为目标，而每个子之间没有差异，关键是在

跳棋的过程中要搭桥，也就是你想捷足先登就得甘为人梯。

要学会在竞争中学会合作，合作中学会竞争。自学考试也是

这样，我们要整合各种教育资源，要甘于为考生服务。我们

要真正把所有的教育资源整合成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在终身

教育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大的思路中来看我们的自学考试，

不能单单就自学考试说自学考试。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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