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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试技巧的掌握，对于能否通过考试才是至关重要的，导

师不错，但自己不努力，学无所成的人，不在少数，但也有

一些同学，因为应试技巧不好，使考试成绩大打折扣，也是

得不偿失的。下面我就把我个人的一些学习方法与大家分享

一下，仅供参考。 学习方法： 到底先要看什么，试卷、大纲

、教材还是辅导？如何看哪？ 首先，不得不说，自考有很大

的应试成分在里面，通过才是硬道理。所以第一位重要的，

是历年的真题，这些题目都是出题人思路最直白的展现，而

且一般记背的课科目还有很高的重复率，所以这个是首先要

掌握的。找到至少上三次的试卷和答案是非常重要的，然后

拿来做一下试卷分析，都有什么题型，分值如何，千万不要

大意，觉得自考大概也就那样了，不外乎哪几种题型，要知

道，自考中英合作专业有一门《商务交流》是没有选择题的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的最后计算题，每年都是固定

的几个题型。如果你考前能知道这些话的，通过率会大大提

升。然后第二步要看考题都出自于哪一章，分值大，重复率

高的章节，一般就是重点章，自考很多科目章节之间没有必

然联系，把精力集中在重点章是非常明智的。 其次，就应该

是大纲了，很多朋友不看大纲，我觉得这种方法多多少少有

点问题，因为出书人和出题人一般不是一位，但他们都是参

考考核大纲来完成工作的，所以大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

般考核要求里会明确写明是识记、领会还是应用，这三个层



次，一般是分别对应了，选择名词、简答论述和应用计算。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方法复习。但也有个别科目不是按大纲出

题，比如中英合作各专业，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再

次，才是教材，教材因为比较厚，不适于突击或者初期形成

感性的认识，但却是自考的根本，一般情况，没有超出教材

内容或水平范围的题目。所以大家有时间，是要多看教材的

，试卷和大纲天天盯着，也是通不过考试的。至于教材怎么

看，这个问题，比较有分歧，有些同学是多次翻阅，有些同

学是一次背记，各有各的好处，我一般的方法是，先通读一

边，把该补充的知识要点，画在书上或写在旁边，有时候把

每年考过什么题也写在旁边，我称之为：“把书读厚”。然

后第二遍读的时候，会把没有必要的连结性内容去掉，只勾

画重点，总结核心词汇，比如：邓小平理论中的一道题目：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 答案: 1、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国民

经济素质和综合国力。 3、有利于扩大就业，缓解我国就业

压力。 4、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 则可以缩

略为，问题：三产意义答案：1、市场体制2、经济素质国力3

、就业4、生活水平。题目一定要记住，免得出现最后背了很

多题目，背混了的情况。但有些同学一定会问问，答案的第

一点，为什么不缩成完善体制，缩略成市场体制就没有动词

了，其实最开始我也是这样缩略的，但后来发现不太实用，

因为一般这类考题，只要要把方向把握对了，换词是没有问

题，比如提高，可以改成增加之类的词汇，只要不写成反意

词，一样是满分，所以没必要浪费宝贵的记忆力。最后把这

些精简过几次的重点都总结到几张纸上，然后背记，背不下



来的画个标志，回过头来再背，越背越少，我称为“把书读

薄”，最后剩几道题，我称为“老大难”，一般是这类题目

是超级老旧与现实严重脱节，而且又长，又难理解，对于这

样的题目，稍后在应试技巧里说明如何对付他们。 最后，如

果有时间，可以做作辅导书，但市面上的辅导书良莠不齐，

写得好多，不敢拂其美，但有些实在是写得莫名其妙，有误

人子弟的嫌疑。大家选择的时候，可以尽量多听听前辈的意

见，可以少花冤枉钱。很多时候，我买套辅导，只是为了要

他的那几套带答案的历年试题，也会把所有的选择都做一遍

，然后对书查错，并且按知识点背一遍，也就是说，把选择

题其他几个选项所涉及的知识点都看一下，往往考试的时候

碰不到原题，但会碰到他干扰项里的知识点，也算是歪打正

着吧。不过辅导书里的答案和题目都可能有不少的错误，大

家遇到不必惊慌，认为自己很多不理解的东西，其实大可认

为确实是他们疏忽了。 说了这么多，也只是我一家之谈，有

些时候，有些科目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 应

试技巧： 对于应试技巧，有些学习刻苦的同学，可能不屑一

顾，认为是本末倒置。但对我来说，我倒是觉得这是每个考

生都应该具备的，其实某些时候，这种技巧是属于解决问题

的方法范畴，可能意义远远大于教材内容本身，所以大家还

是探讨的一下好。我就用几个问题的方式来向大家说明： 1

、考试用什么笔答题最好？ 答：最好的是蓝色圆珠笔，因为

试卷印刷字是黑色的，有些同学写的字歪歪扭扭，从左下斜

到右上，几乎和题目分不清，让阅卷十分困难，如果使用差

色的笔，会起到区分作用，至少不会让阅卷人，一眼看去满

篇密密麻麻的一篇黑，这样很不利于你得分。另外圆珠笔的



好处就是，不会阴水，有些时候试卷的纸张不是太好，用签

字笔容易阴水，影响阅卷，所以最好还是使用蓝色圆珠笔。

2、自考是否有卷面分？ 答：当然有，但不是明确体现在试

卷分数项里，而是影响文字题的得分，比如拿大学语文为例

，你的作文如果写得歪歪扭扭，字迹不清，一定会影响成绩

的。 3、不会的题目，能否答对？ 答：如果是选择题，答对

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一般的选择题都有逻辑，我们可以按照

逻辑排除，可以大大增加正确率，比如大学语文有这样一道

题 先秦时期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观点的

是()。 A 儒家 B 农家 C 法家 D 道家 答案：B 这道题很典型，

“并耕”两个字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农学，即使把这道题给

从没看过这本书的人，多半也能答对。而自考一般的题目会

稍微复杂一点，但一般会有两个干扰项，一看就知道不是，

最后两个选项让你犹豫，这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干扰项涉及的

知识点，选择一个，也至少有50%的把握。 4、如何对付“老

大难”问题？ 答：对于这类怎么也背不下来的题目，可以利

用短期记忆的方法，自考规定迟到半个小时之后才不许入场

，如果你够沉着，可以在考场外拿着总结好的几页纸一直背

到发卷子，然后再进入考场，拿到卷子马上翻后面的答题，

看看有没有“老大难”，如果没有就放心了，如果有，就赶

紧趁热打铁，当你写完答案，一看至少有5分入手的时候，该

是一种什么感觉啊！当然理工类的也可以一样的，把一些难

记的公式和三角函数值之类在进场前最后背一遍，然后进去

就马上写在草稿纸上备查，用不到就算了，如果刚好考到，

岂不是白捡来的分儿嘛。 5、文字题不论如何，回答得越多

越好吗？ 答：不是，如果是自己明确回答的题目，应该尽量



简练，每一个要点要另起一行，让阅卷人能很容易分辨，他

们都是按要点给分，只要不丢点就是满分。如果是遇到不会

的题目，就要尽量多答了，自考阅卷规定，只要是回答了正

确的要点就是满分，多答不扣分。如果遇到一些要点很多的

题目，比如6个要点，而你忘记了其中的1、2个，但你清楚地

记得是6个要点，这时候怎么办？很简单，把第二点换一种说

法，写上去做为最后一点，阅卷人一眼看过去，写得都没有

错误，6个要点又齐，往往会给你满分，这不就赚到了吗。 

其实自考阅卷，一份卷子只是几分钟，非常快，所以还有很

多这样的技巧，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百考试题自考论坛

（bbs.100test.com）交流。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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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