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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0/2021_2022__E8_87_AA_

E8_80_83_E4_B8_8D_E5_c67_5505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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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设百考试题为首

页吧！ 点击查看： 2009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自考报名时间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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