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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树立起正确的指导思想。实在地说，许多报考此

专业的同志是想通过一段时期的自学获取一张大专文凭，功

利性的文凭动力是很强的，这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以此为动

力，则在自学中易陷入听信小道消息乃至流言蜚语，希图走

捷径并猜题押宝的泥潭。这样一来， 一会导致自身的学习失

去有序性，杂乱、零碎、无章法。收藏自考网！ 二会损害自

身健康的自学心理。特别是在这样做了而考试又失败了若干

次后，会恍惚不安，怀疑自身的能力，或更加希冀于投机取

巧，甚至怨天尤人。 第三，这种做法本身背离了现行自学考

试所采用方法的内在要求，所以失败率较高。众所周知，现

行自学考试，均采用题库的方法，分国家级题库和省级题库

两种。不论哪一级题库，对于课程内容的覆盖率都是很高的

。它客观上要求考生应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之上突出课程

重点，才能学好、考好。这也是采用题库方法考试的目的之

一。综上所述，仅以文凭为动力并进而采取不恰当的自学方

法实不足取，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学好、考好的可能性。因此

，我认为除了考虑文凭之外，自学行政管理专业的考生还应

当从真正地、扎实地学到一点东西、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

完善自身的专业知识结构出发。这二者并不矛盾，是统一的

，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基础，则前者必定实现；反之，以前者

作为后者的基础，则两者可能均落空。其次，自学行政管理

专业必须树立起坚定的信心，这一点对于自学者来说特别重



要。因为，固然存在着一些每门课均一次通过的考生。但大

多数考生在考试中都会经历若干次失败。面对失败，有的考

生会灰心丧气、情绪低落，进而形成一种对考试惧怕、厌烦

、反感而又不得不应付的定势心理。在此定势心理支配下上

考场，必然影响记忆、思考和临场发挥，使得考试的失败率

更高。长此以往，会陷入导致最终失败的恶性循环。实际上

，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段的课程亦不过区区十三门，其难度一

般均不太大，只要自学的指导思想正确，自学方法得当，每

个考生都应当乐观地自信自己必将达到目的。 行政管理专业

专科段的十三门课程（1、哲学，2、政治经济学，3、大学语

文，4、普通逻辑，5、自然科学基础，6、政治学原理，7、

法学概论，8、行政管理学，9、国民经济管理，10、行政法

学，11、管理心理学，12、市政学，13、社会调查理论与方

法），从性质上分类，可分为基础课与专业课两大类。上述1

－5为基础课，6－13为专业课。专业课中6－8为专业基础课

。我建议考生在自学课程的安排上，原则上应以此1－13的顺

序循序渐进，不要随便、盲目地超越，以免给自学增加困难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构成

我们全部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它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贯

穿于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段的其余11门社会科学的课程之中。

在此11门课程之中，要经常反复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

、方法乃至大量的具体内容。 例如，政治学原理中对国家、

阶级、政党、领袖、国体、政体等许多范畴所展开的分析，

其基本原理皆源于所讲行政管理的特点、作用、体制等等内

容，其基本原理也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再如，行政管理学

中所讲行政管理的特点、作用、体制等等内容，其基本原理



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再如，管理心理学对于人际关系心理

的分析、研究，更是大量地运用了辩证方法。虽也辅之以不

少实证性的方法。但实证性方法所获取的结果也只是反映了

社会心理的辩证状况。因为主观上的辩证思维只是客观事物

矛盾运动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我们社会科学

的理论基础之一，其精神实质与主要原则也贯穿于许多社会

科学的课程之中。政治学原理、国民经济管理、市政学等课

程中就多次再现或用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

内容。 大学语文与普通逻辑两门课，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工具

性基础课。读书、解题、思考、写作，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思

维规律，普通逻辑（形式逻辑）就是这种规律的理论总结与

体现。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已经不自觉地

服从着一定的思维规律，但一，逻辑错误仍然是随处可见的

，这些错误引起了不少学习上的困难与麻烦，大大降低了学

习的效率。二，感觉到的东西，我们常常不能深刻地理解它

；而理解了的东西，我们则可以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它。这就

是形式逻辑的威力--它能指引我们自觉地遵循思维的客观规

律，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此外，读书、解题、思考、写作

，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字理解与操作能力。虽说我们在日常

的生活、工作、学习中大量地使用着语言文字，但一，往往

还不能对语言文字运用自如以完成学习和工作中的任务。二

，自学大专课程，特别是社会科学课程，无疑对文字的理解

与使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语文一课就是为了使考

生具备相应的能力而设置的。它通过对考生进行比较严格、

规范的训练，使考生逐步地形成能适应自学要求的语言文字

能力。 自然科学基础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课程之一是由两个



因素导致的：一、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

的主导因素，其作用与影响遍及整个社会。在现代社会中，

一个干部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是绝对不行的，扫除"科盲"首先必须从干部队伍扫起。二、

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文

理科交相渗透，大量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渗透进了社会科

学诸学科之中。如：政治学原理要进行政治系统分析。行政

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管理心理学、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等课程均引进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一定的数学、统

计方法。在八门专业课中，政治学原理、法学概论和行政管

理学构成专业基础课。行政管理乃政府对国家及社会事务进

行的管理。其活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属于国家政治活动的

范畴。作为对此进行研究的行政管理学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

实际上，都属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行政管理学

理所当然地以政治学原理作为它的理论前提与基础。同时，

行政管理学也是其它专业课的基础。如：国民经济管理主要

讲的是政府如何管理国民经济，包括原则、制度、方法等等

，这在实质上属于经济行动的范畴，是行政管理学基本理论

的运用与展开。再如：市政学讲的是城市行政管理问题。这

在根本上属于地区行政的范畴，当然也是行政管理学基本理

论的又一运用与展开。现代国家、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法

制化。法制化程度的高低是国家、社会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量

标之一。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均应法制化；依法行

政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由此，研究"法"的法学

概论课程也构成了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 综上所

述，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段的十三门课程并不是人为任意设置



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考生应当把握好学习

各门课程的顺序和衔接。否则，基础的知识未掌握先进入专

业课的学习，必然会因基础知识不足产生理解、记忆、思考

上的许多困难。我建议：应当首先学习基础课（5门），然后

学习专业基础课（3门），最后学习专业课（5门）。在5门专

业课的学习上，可以任意确定先后顺序。如此循序渐进，必

能事半功倍。 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段的十三门课程按特点分类

，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演绎性较强、抽象程度较高的课

程。所谓演绎性较强，即全课程采用范围演绎的方式展开其

体系，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强。概念、定理可一个个顺着推导

出来。所谓抽象程度高，即课程所讲授内容与客观实际不存

在较直观的反映、对应性。而是一种对客观实际的普遍一般

的概括。如哲学、政治经济学、普通逻辑、自然科学基础、

政治学原理、法学概论、管理心理学即属于这一类。第二类

是实证性较强，离散程度较高的课程。所谓实证性强，即全

课程的内容大多为客观实际的直接描述，与客观实际存在着

较直观的反映、对应关系。全课程的不少原理建立于客观实

际的直接证明的基础之上，而不依赖于客观实际的普遍一般

性证明。 所谓离散程度较高，即全课程范畴体系的内在关联

性不太强，各章甚至可以相对地独立，乃至给人们一种表象

上的"拼凑感".余下的六门课程即属于此类。学习这两类课程

，在方法上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学习第一类课程的关键是要

掌握好初始章节、初始范畴，即全课程的开头。这是全课程

的逻辑起点，真正理解并掌握了，据此类课程特点，下面就

能较顺利地沿逻辑而展开，同时也便于记忆。 按此方法学习

此类课程，许多内容可以从逻辑上推出来，一般是不需死记



硬背的。如：学习政治经济学，关键的关键在于要掌握劳动

价值论，特别是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自己也说过，劳动

二重性学说是理解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枢纽。以

后的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理论等，都

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演绎发展而来的。再如：学习哲学，必须

首先掌握好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精神关系、运动、时空等初

始范畴和内容，后面的内容，均从此推导展开。学习第二类

课程的关键是要在思维上密切地联系理论与实际。这也是由

此类课程的特点决定的。在学习此类课程时，应不断地反复

地将理论与实际相对照，应当多想多问：实际如何？理论是

如何概括描述的？这样概括、描述准确吗？如此，在理论与

实际的反复相互映射中，即能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加深印

象，强化记忆。如学习行政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等课程，

均可如此把握之。必须指出，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并不是

说在第一类课程中就完全没有实证性、离散性的因素。不论

学习哪一类课程，都应将通读教材与重点把握有机地结合起

来，即将全面系统的自学与突出重点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 

通读教材的目的有三：一，从整体角度把握全课程，了解全

课程到底有哪些内容，是怎样逐步展开的，篇章结构及章节

衔接状况。对一门课程有一个总体的印象与认识至关重要，

它会帮助你认识课程内容的有机联系性，而联系是记忆的前

提和重要方法之一。二，发现并消灭疑难问题。全面系统学

习，发现并消灭疑难问题，也就消灭了学习和理解上前后衔

接的困难，在实质上也就掌握了全课程内容。三，发现并把

握重点。重点是客观的，人为确定的重点也是以客观重点为

依据的，基本上不会有人硬将枝节问题列为重点问题，确定



重点的标准一般有三：基本原理、每章节的主要内容即紧扣

章节中心的内容、疑难问题。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有助于深化理解全课程，而理解也是记忆的前提与重要方

法之一。 自学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段的十三门课程，原则上应

当立足于指定教材和考试大纲。有的教材还配有自学指导书

，可作参考。将大纲和教材"吃透"，就意味着已经取得了成

功。切忌离开大纲与教材去到处搜寻什么"复习资料"、"参考

资料"一类的东西。当然，如已将大纲全面掌握了，也可以读

些有关的参考书籍和资料，以开拓视野，活跃思维。但对于

初学者来说，教材和大纲是基础，所有的学习都应当围绕于

此，服务于此。 综上所述，自学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段的广大

考生，只要树立起正确的自学指导思想和坚定的信心，根据

各课程的有序性和内在联系性循序渐进地进行自学，针对各

课程的不同特点在自学中采取相应不同的方法。在理解和联

系的基础上进行记忆并立足于指定教材和大纲，以这些为基

础，再辅之以一定的社会助学，就一定能够取得完满的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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