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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课程考试检验自学者是否按照专业考试计划学习某一

门课程并鉴定、评价其对该门课程的理论、专业知识运用能

力是否达到普通高校同层次同专业同课程的结业水平的一种

水平考试和目标参照性考试。它不像普通高校开展教学双边

活动，经过平时考试、期中考试、作业、学期考试等多次考

核才评定学生成绩。因此，能否顺利通过课程的一次性考试

，对于考生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每次自学考试

成绩公布时候，总有许多考生因几分之差而失败，所以，自

学者除了扎实地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外，还应该掌握应

试技巧。以避免在每次自学考试成绩公布时候因几分之差而

失败的悲剧发生。 一、学习技巧 1、要善于掌握课程基本信

息。命题是自学考试的核心，是实现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专

业标准的关键。命题工作是国家机密，具体内容不应该打听

也不可能知道。但是，通过公开媒介公布的信息了解命题的

原则与要求、题型、试卷的难易度等还是有可能的。全国考

委、省、市自考委都会适时颁发或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披露课

程考试大纲(一般教材中都附有考试大纲，有些省考课程的教

材书中没有附考试大纲的，则会在公开媒介上公布)。 考试大

纲一般含有考核指导思想、考核范围、考核要求、考试时间

、题型举例等信息，考生据此可以确定学习对策。一般而言

，课程命题以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为依据、以指定教材为范围

。考生还可以通过公开媒介获取本课程历次考试试卷以及有



关的辅导文章，既可熟悉题型，了解试题难易度，又可作为

自测、练习之用，找出差距，尽快补缺补漏。所以，一定要

高度关注公布的官方信息，一定要到当地自学考试办公室购

买(预定)教材(学习包)。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去购买盗版教材，

以免错误信息的误导而前功尽弃。 2、全面熟悉所考核范围

的教材内容。由于自学考试试卷大都来源于课程试卷(试题)

库，试题一般都覆盖到考试大纲的各章，题量也比较大。因

此，考生要全面熟悉所考范围的教材内容，扎实地掌握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灵活地运用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切不可

猜题、押题或只看辅导资料，搞临时突击。 3、重点掌握考

试大纲要求的理论知识和内容。考试大纲对考核知识点的考

核要求一般分为识记、理解、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层次

。一定要按照不同层次的要求有重点的掌握，把考试大纲上

有要求的课后练习题全部做出来，特别是简答题、论述题、

分析应用题。在考试前突击背颂时，不但要背名词、概念、

还可以把论述题当简单答题来背(即只背大的要点)，答题时

再举一反三。 二、答卷技巧。 考试成绩如何，关键在于考生

对本课程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在答卷过程中，注

意一些具体方法，对提高考试成绩是会有所帮助的。 (一)考

试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法： 1、拿到试卷后不要忙于先看题

目，要先写好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规定不写或者错写座

位号，考试成绩作0分处理)。要按监考老师的提醒，清点一

下试卷是否齐全，检查一下卷面印刷是否清楚。如果发现有

漏页，错页或印刷字迹模糊的情况，应及时向监考老师提出

，以便及时得到调换。 2、要仔细审题。在考试的过程中，

解答每一道题都要先审题。审题要弄清题意，不要“定题”



。不仔细审题，容易答错、答偏。审题时不能粗枝大叶，不

能想当然，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那些形式上类似以前曾经

做过的题目，要特别注意，有的考生将考题匆匆看一眼，认

为题目似乎与自己复习中遇到的相同，就按原来的思路下笔

解答，结果文不对题，成绩大打折扣。审题不可求快，文字

较长的题目要稳下心仔细阅读。 3、要认真答题。答题的程

序有两种；一是根据答题的时间分配，按照试卷编排的程序

一题一题地往下答；二是采用先易后难的方法，如果遇到难

题或一时答不出来的题目，先跳过去，最后再回头答难题。

究竟采用哪一种答题程序，可根据自己的习惯进行选择，不

管采用哪一种答题程序，在做完全部试题以后，都要认真检

查，逐一复核，查漏补缺，检查时最好重新审题，防止误答

和漏答。 4、答题要完整准确，条理清楚，要点突出，书写

规范。答题要完整，该说的话要说够，不能丢三拉四。切忌

不分段，不分点写下来，那样眉目不清，难以取得高分；但

也不必过于罗嗦，有关无关的话扯一大通，让评卷老师找要

点，这样多花时间还得不到好成绩。对于计算题，要把计算

过程清楚地反映在答题过程中，一步一步解答，有利于成绩

的评定。答题时字迹清楚，不要过于潦草，让人难以辨认。

5、考试时应避免提前离开考场，应避免留下空白题。考试时

间未终了，考生应对所有答题反复核查。对于那些没有把握

的答题，应着重以宏观角度去阐述。做到自圆其说，并尽量

做完所有题目，不留空白题。 (二)不同题型要采用不同的答

题方法。 选择题：这种题型可考查考生的记亿、理解、判断

、推理分析，综合比较，鉴别评价等多种能力，评分客观，

故常被应用。在答题时，如果能瞬时准确地把正确答案找出



来最好，有时第一感觉往往是正确的。假如没有把握，就应

采用排除法，即应从排除最明显的错误开始，把接近正确答

案的备选项留下，再分析比较加以逐一否定最终选定正确答

案。 填空题：这种题型常用于考核考生准确记忆的“再现”

能力，在自然学科中常用于考核考生观察能力与运用有关公

式、原理的能力。在答题时，无论有几个空，回答都应明确

、肯定，不能含糊其辞，填空题看似容易实则准，最好的应

对办法是对学科知识中最基本的知识、概念、原理等要牢记

。 名词解释：这种题型一般针对学科中的基本概念、专业名

词进行命题，主要考核考生的识记、理解能力。在答题时，

答案要简明、概括、准确，如分值较大，可简要扩展。 简答

题：这种题型一般围绕基本概念、原理及其联系进行命题，

着重考核考生对概念、史实、原理的掌握、辨别和理解能力

。在答题时，即不能象名词解释那样简单，也不能象论述题

那样长篇大论，答案要有层次性，列出要点，并加以简要扩

展就可以。 论述题：这种题型一般从试卷编制的全局出发，

能从体现考试大纲中的重点内容和基本问题的角度来命题，

着重考核考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答题时，要围

绕题目提问，列出答案要点，然后对要点逐一展开叙述，此

时考生应发挥自己的真知灼见，要在深度、广度上下功。如

果对哪些要点把握不大，时间又不允许多考虑，那就宁可多

答一些要点，但应避免把不能说明问题或者与答案相矛盾的

东西都写上。 案例分析题：这种题型一般考核考生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核考生综合应用能力和创造性。可能

会涉及该门课程的多个章节，考生应该充分发挥联想的功能

，抓住理论要点，结合案例做出深入分析。千万不要紧张，



轻易认为超纲，因此影响自己的答题思路，或者干脆不答题

了而失分。 总之，方法和技巧仅仅是技术问题。关键还是在

于考生对本课程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全面掌握知识

，理论联系实际，融会贯通，这样才能考出好的成绩。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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