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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2021_2022__E2_80_9C_

E8_87_AA_E8_80_83_E7_c67_532757.htm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答

案的命题，但仔细的想一想，却发现答案恰是遍布各处。有

过一、两年或更长时间自考经历的朋友恐怕对自考都多多少

少有着自己的经验见解，可以说是他个人的答案，但是这种

见解只是符合他自己或者他周围的一个小团体，是个别环境

条件下反映的个别现象，并不能代表所有自考生的现实状况

，缺乏普遍性。 那么，遍布各处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

上，自考，造就的只有两种人：成功者与失败者。 成功者的

答案是“自考不难”，失败者的答案是“自考真难”。 什么

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就自考而言，坚持的就是成功，放弃

的就是失败。换句话说，对于开放式的自学考试，拿到第二

名的银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差1科毕业和1科都没有通过都

是拿不到文凭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坚持到

底，夺取属于冠军的金牌！ 每个自考朋友的环境条件各不相

同，从而他们各自的自考旅程也不尽相同，这也正是我强调

坚持的原因之一。可能你2年就能完成学业，也许3年，甚至

更长时间，只要想摘取最后的金牌，你就必须坚持，你所做

的就是努力再努力。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过：拖什么也别

拖自考，因为自考是拖不起的。 这与我今天“坚持”的说法

并不矛盾，上面的“拖”指的是对自考没有信心，一种消极

的态度，而“坚持”则说明的是良好的学习态度。假设你只

是简简单单坚持了10次考试，每次考试都不尽人意，那么一

定会影响到你的自信心的，这时候你就会说：“自考真难”



！ 道理显而易见：自考，不是要坚持考试，而是要坚持努力

！ 如果你懂得坚持努力，你就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学业，你也因此会发现自考无非是小case而已，可以真真正正

的体验到“自考不难”！ 二者的差别其实也是心态上的差别

，或者说是心情上的差别。 学习，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

，好心情亦是不可或缺的。你的工作、生活、家庭等等诸多

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事实上，学习除了努力、用

心以外，周围的心理环境也很重要，这些都是需要你来调整

好的，捋顺各种关系，保持平和的心态，你的学习心情自然

会很好，从而可以尽你自己最大的精力来专心攻自考。 人的

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要考虑怎样利用有限精力而得到

最大学习效率的问题。 对于自考，你究竟用了多少心思在里

面？如果你的全精力是100%的话，你用于自考上面的占 ？%

。 很简单的道理，你的自考成绩与这个百分比一定是成正比

的。 (精力亦有心理与生理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与比例关系将

在下一篇中阐述，本篇的“精力”泛指精力总称) 对于自考来

说，你至少需要付出一半的精力才能取得成绩，尤其是考试

前的一段时间，你更需要为此而多付出时间。如果你考试的

科目在4科以上，你甚至需要70%~80%的精力来学习，这样才

能保证这4科都能通过。 这样的比例对于在校学生可能没什

么，可是对于边工作边读书的自考生来说可能困难一点，但

是我想，既然选择了自考，就要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学习时间

。只要学习时间能基本保证，通过考试至少也有七、八成把

握。 总而言之，好的心情是发挥最大精力的保证，希望大家

都能理解这层意思，快乐的、没有负担的学习，才是真正的

学习。自考不难！ 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



的精力来学习的话，那么自考一定是不难的。 时间的问题自

不必说，我们对它只有珍惜。而人的精力却不一样，我们无

论在主观或是客观上都可以支配它。 而精力又可分为心理精

力和生理精力，且心理精力为主导。 简单的说，心理精力就

是你在思考、犹豫或郁闷等等心理现象所耗费的精力。生理

精力就是在大脑的支配下现实中实际付出的体力或劳动等等

。 之所以说心理精力为主导，是因为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先

想后做，人们之间的差别只是想的多或想的少的问题，但是

无论怎样，一定是先想后做。 就好像作数学题一样，大部分

精力都是耗费在思考上面的，而将过程或结果作笔记只是一

个辅助作用，是为了加强记忆，更好的衔接思考。 对于自考

的学习来说也是一个道理，它在你心中的位置决定你的学习

成绩。换句话说，你对它所耗费心理精力的多与寡，是衡量

“自考真难”还是“自考不难”的标准之一。 用心学习，说

的也是这个道理。可能有的人学习很努力(耗费大量的生理精

力)，但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我只能说他们没有用

心去学习，没有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其实要想改变这一切一

点也不难，如果你可以真正的做到用心学习，那么你并不需

要耗费太多的生理精力亦可以达到学习目标。 又假设你在大

半年中为情所困，为情所扰，几乎所有的心理精力都耗费在

这上面，那么即使你还有100%的生理精力，又能怎么样呢？

我想象不出这样怎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实现一个目标，即

需要支出心理精力，又要耗费生理精力，把握二者间的平衡

点，就可以做到最小的耗费和最大的收益。 其实，自考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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