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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F_BC_9A_E6_c67_549224.htm 第一，要努力培养对

中文专业的学习兴趣。 兴趣，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就是渴望

熟悉、了解、研究、领会某种对象的一种心理指向性，它在

人的需要和实践活动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常说：“兴

趣出勤奋，勤奋出天才”。如果广大学员培养了对中文专业

的浓厚兴趣，那么，就会激发出强烈的求知渴望和刻苦钻研

的精神，就会有一种昂扬、奋发、不怕任何困难的斗志，就

会把学习看成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知之”到“好之”到“乐

之”，是治学过程中的三个台阶，而兴趣则是攀登这些台阶

的重要动力。 从某种角度讲，兴趣源于动机和理想，源于一

个人的人生态度。自学考生一般都是有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

沉重的家庭负担的成年人。很难设想，一个没有积极向上的

人生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生活志趣的人，会把繁重的工作、家

务之余所剩下的一点极其有限的自由支配时间，全部花到看

书学习上。苟子在《劝学篇》中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在“文凭热”已经悄悄而逝的今天，对广大自学考生来

说，学习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利，而是为了提高自

身的素质。中文专业的各门课程，对于培养和形成高尚的个

人生活情趣、开阔的社会历史眼界、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

高雅的文化道德修养，以及提高表达、写作、宣传、交际、

思维能力等等，都是十分适宜的。当我们在祖国文学的光辉

宝库中采撷奇珍异宝时，当我们在祖国语言的甘美源泉中痛



饮琼浆玉液时，那种巨大的乐趣和幸福，非身历其境者是难

以领略的。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钻研下去，兴趣就会越来越

浓。 第二，要注意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学习效果的好坏。对平时乏人辅导、学习时间紧

迫的自学考生来说，学习方法显得更加重要。 (一)要认真分

析各门功课的特点，了解各门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抓住学

习重点，避免平均用力。 中文专业的专业课程，基本上可以

分为三大类： 1、文学类。包括古代、现代和外国文学作品

选、文学史；以及文学理论等。作品侧重在介绍古今中外各

种主要的文学作品，要把功夫花在理解和熟悉有关作品的作

者、创作时间、创作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主题思想、情

节、矛盾、表现手法、艺术特色、写作线索、段落结构、主

要人物形象、社会影响、体裁、作品的隐含深义、构思特点

等等方面。学习作品选，必须认真阅读原著不能只看教材不

看作品。文学史重在介绍文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因此，要从

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入手，抓住各个

时代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文学流派、文学团体、文学现

象及其兴衰过程、原因、历史影响等等。学习文学史，既要

抓纵的历史发展线索，又要抓横的时代剖析。文学理论重在

介绍文学的本质、构成、特点、流派、创作过程、创作手法

、文学鉴赏、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及外部因素、马列主义经

典作家对文学和文化的论述、古今中外美学名家对美的本质

、特点以及审美问题的种种探讨，等等。自学文学理论，应

当在理解概念、术语、基本观点、基本理论上着力。 2、语

言类。包括古今汉语和语言学理论。古代汉语的学习内容，

有文选、通论和常用词三大项；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则



主要学习语音、词汇、语法、文学、修辞及语言的本质、发

展等方面的理论。学习古汉语文选，要努力理解每篇课文的

字、词、句、章的含义，特别是重点记号的字形结构、词性

、词义和用法特点的分析，搞清句子的语法结构，并结合课

文积累常用实词和常用虚词。学习古今汉语和语言学的理论

，要突出对概念、术语、语言规律、构成情况、变化特点等

的理解。 3、写作、逻辑类。写作包括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

两个方面。写作理论着重介绍各种体裁的文章的构成、特点

、写作方法、构思过程等，应该结合文章的体裁来掌握理解

，切忌生吞活剥。写作实践则要求运用写作理论来指导具体

的作文，不断提高观察、分析事物和提炼主题的能力，提高

谋篇布局、表情达意、驾驭语言的能力，提高写作技巧和写

作水平；因此，要经常实践，不断总结经验。逻辑则专门介

绍人类的思维形式、思维规律、思维特点等，学习中要特别

强调对概念、术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 (二)要加强记忆。 

知识的仓库要靠记忆来充实，记住的东西越多，人的知识越

丰富，智力就越发达。记忆有两种：机械记忆和逻辑记忆。

机械记忆就是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再说。一个人在学习过

程中，不可能什么知识都是充分理解、完全搞懂之后再去记

忆的；有时恰恰相反，是在记住之后再去慢慢消化理解的。

有许多知识，如一些重要的定义、规律、特点等，也需要考

生一字不漏地死死记住。有时，机械记忆又往往是逻辑记忆

的前提和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对自考生来说，死记硬背不

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因此，我们提倡自考生进行一

些必要的机械记忆。逻辑记忆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记忆

。对于成人学员来说，这是更值得提倡的记忆方法。 (三)要



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中文专业的

理论说程和理论内容很多，死学理论不但枯燥无味，而且很

难理解掌握；而联系实际，不但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而且

能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学习也就活了。例如

，学习写作理论的文章分类，可以随手拿一份报纸，看看上

面的各种文章各属哪一类，以及为什么；学习现代汉语中的

层次分析法，可以随手找一段文章，把里面的每个句子都作

一番分析，等等。有些实际问题，如果觉得解决不了，那就

再回过头来重新学习教材内容，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对经过

反复思考而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应随时记在“问题汇集”

本上，主动向别人讨教。 (四)要认真研究试题类型和答题方

法。 在每次考试中，中文专业各课程几乎都有数以百计的考

生仅以几分之差而过不了关。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固

然在于这些考生未能全面掌握有关知识；但也不可否认，确

有一些考生不是由于水平不够，而是由于考试发挥不好，不

善于正确答题而导致失败。考试既是指示考生学习方向的指

挥棒，也是衡量考生学习水平的标尺。因此，认真研究以往

各课程的试题内容、试题类型和答题方法，从而找出规律性

的东西作为借鉴，对广大自考学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

自学过程中，广大学员虽是“人自为战”，但在条件可能的

情况下，还应提倡互相交流信息、互相取长补短、互相鼓舞

士气。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建立在自

愿原则基础上的学习小组，志同道合者的亲密配合，对提高

自考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树立信心，循充渐进，

持之以恒。 学习是艰苦的劳动。中文专业的各门课程面广量

大，信息繁多，要学好它们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们不



能因此而失去信心。我们要充分地看到学习这一专业的客观

有利条件：1、中文专业的各门课程同社会实际结合较紧，广

大自考学员都有相当的生活阅历、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语言实

践经验，他们容易理解、接受和掌握中文专业的知识。2、经

过多年的自考实践，主考单位南京师大中文系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编写了完整的教材或辅导书，在辅导自学、考试命题

、组织阅卷等方面，也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切合考生实际。3

、许多毕业学员的榜样力量和自学经验，也是新学员的宝贵

财富。因此，广大新学员一定要树立信心、坚定信念。 在学

习中，还要注意循序渐进、由易入难、量力而行，切切不可

盲目报考、全面开花，急于求成。一般来说，每半年以报

考23门功课为宜，不要报得过多，以免把精力分得过散。欲

速则不达，稳扎稳打会学得更踏实。报考课程，宜先现代后

古代、先作品后理论。 《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做任何事情，就怕缺乏持久性，在困难面前打退堂鼓。

自考学习不是单位领导交给的“硬任务”，而是学员自己给

自己提出的“软任务”。因此，在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在遭到讽刺和挖苦地时候，更要发扬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坚

强的意志去克服畏难情绪。自考毕业生不受时间限制，谁能

坚持下去，谁就能最终完成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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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