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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6_B0_E7_c67_646167.htm 从自考开始学习到自

考结束毕业，这个过程可能是4年可能是8年，那么是什么决

定了这个时间的长度呢？那就是你是否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完

善的学习复习备考方法，合理的规划才是成功之基础！ 【自

考学习方法】 1、阅读大纲、统揽全局 我每学习一门新的课

程，总是先通读大纲。这样可以高屋建瓴、统领全局，能准

确掌握教材的体系和理解章节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下一

步分配时间和安排学习计划作好铺垫。 2、发现疑问、重点

突破 在学习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此

时不要胆怯，反而要迎难而上，把这些疑难问题集中起来，

或向老师、同学请教；或到图书馆查阅相关知识，一举歼灭

之。这样带着问题去学习，目的性强，精神易集中，有利于

加深理解，更有利于提高记忆效率，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3、联系实际、活学活用 理论联系实际，历史联系现实

，这是学习的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在自学的过程中，要想真

正掌握新的理论知识，既不能死记硬背，也不能依赖现成的

“标准答案”，关键在于知识的分析、理解、归纳和总结。

只有这样，才能把新的理论知识分析清楚、理解透彻、掌握

牢固。在“活学”的同时，还要学会“活用”，即有意识地

将掌握的理论知识在工作或生活中加以利用。 4、认真精读

、突出重点 有了第一步对教材的初步了解，教材的整体结构

已了然于胸。下一步就要合理安排时间，认真研读教材了。

每精读完一章，就要做对应章节的练习题，以检测掌握的程



度。作错的题目一定要及时弄清弄懂，并在教材相应的位置

用醒目的标记划出，以便日后复习。在精读和做题的过程中

，注意发掘重点内容。一般来说，教材的重点是多层次的，

既有全书之重点，也有每个单元之重点，还有每个章节甚至

每个问题的重点。同时对于每个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甚至每

个问题的重点词和句也不能忽视。只要抓住了每个层次的重

点并着重学习、深刻理解、准确记忆，就能收到以点带面，

全面掌握的最佳效果。 5、分析真题、把握趋势 精读完教材

后，我会马上收集近三年的真题，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总结。

原因有二：其一、找出教材的重点章节和易考知识点，以便

在下一轮复习时特别注意；其二、掌握考试题型和命题趋势

，以便更好地分配时间和调整复习计划。这样不但可以避免

做无用功，还能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 6、利用图表、瓦解

疑难 当遇到有的教材内容繁多且不成条理时，我会利用图表

来理清头绪，从而使知识点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制作图表

时我遵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由大到小、层层分解、逐步

深入的原则，把每一层次的重点根据其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

等构成知识网络图。知识网络图可大可小、可详可略，完全

根据个人复习的情况来灵活掌握。在自学中利用图表，提纲

挈领，既有利于化繁为简、重点深入，还有利于瓦解疑难、

全面把握，对圆满完成自学任务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 7、

模拟训练、营造环境 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后，在全面学习教材

并进行重点复习的同时，我还专门抽出时间进行模拟训练。

训练进行，这样做是为了营造一种考试氛围，上考场时能达

到最佳状态。在模拟训练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内容：注意不同

题型的答题方法，同时总结答题规律；注意审题，避免文不



对题；注意把做错的题目集中起来，此乃薄弱环节，一定要

结合教材弄清弄懂并加强记忆，以免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自考复习方法】 1、复习目的 平时认真学习是复习的基础

，复习着重巩固已学的知识，明确考试范围，加强记亿，并

解决一些尚不很理解的难点，疑点。平时对很多内容不理解

，单纯依靠复习，是不可能取得统考合格成绩的。 2、复习

方针 应按考试大纲全面复习，重点突出，加强记亿，学员不

能要求教师猜题、押题，教师不能任意缩小复习范围。 3、

重点突出 所谓重点是指必须熟练掌握的内容，包括教材各章

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带有连惯几章的知识内

容；重要的带普遍性的问题，也包括本次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实践中各种常见性错误等。 4、复习方法（一） 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由教师明确，在教材上划线，并应说明其中关键

，学员应加以概括，可摘录在纸上，以便集中内容后记亿。

5、复习方法（二） 基本实务和计算，由教师根据考纲，另

出实务复习卷，或在习题集中指定若干实务题，逐题讲解解

题公式及方法，特别要注意解题时如何运用已知资料问题，

以便能举一反三。 6、记忆方法 记忆的基础是理解，理解的

记得住，但科学的记亿方法也很重要：（1）分章背记。以便

考试时对某一命题一时记不起来，可先记这是哪一章的内容

，就容易记起。（2）概括记忆。对概念原理应概括后记忆，

容易记忆，不要原文整段记背，答题时延伸。（3）在每天最

佳记忆时点背记，清晨或晚上七点一九点，（4）最佳姿式。

不要边走边记，而要半躺在沙发或座椅上，使全身处于完全

放松姿式下，背记容易记住。（5）记忆顺序。对应记忆内容

平时按章顺序记背，考前12天重背难记忆的内容容易记住。 



【自考考试准备】 1、总结检查 考前三天，应全面检查一次

复习内容，对一些未掌握、未记忆的内容要补缺，弄懂补记

，不留缺口，不能有侥幸心理，考前1天，不能迟于晚上十点

睡觉，以保持考试日精力充沛。 2、考试日早晨 检查应带的

准考证、身份证，座位证等证件，钢笔吸足墨水，计算器应

检查是否正常，光电阅卷准备2B铅笔及塑料橡皮等，应提前

一小时到达考场。 3、到达考场 不要到处去探听小道消息，

而应先找到自己考试的教室，熟悉环境。然后散步放松，回

顾默想复习内容。 4、进入考场 按规定将有关资料放置在规

定位置（一般在讲台前），将准考证等证件及手表放置桌面

，坐等发试卷，此时空气紧张，为防止过度紧张，可默背教

材内容，对紧张空气应视而不见。 5、拿到试卷 （答卷铃响

）在每页上先填好准考证号、姓名、座位号等，防止漏填发

生废卷，然后化三分钟先将试题全部看一遍，掌握难易题分

布，大题目（每题4分以上）有哪几道，做到心中有数。 6、

答题方法（） 按试题顺序答题，先易后难，能答的先答，一

时把握不住的先放下，切忌为一分题思索很久。答到后面试

题启发联系到前面空题的，立即补答（这是由于知识连续性

，答后面记起前面试题是常有的）。 7、答题方法（二） 答

单项选择题用第一印象法，立即选答（四个备选答案中唯一

正确答案印象总深一些，不要多比较）；答多项选择题用排

除法（若4个备选答案选24个，排除的一般是少数，注意与命

题无关的答案，予以排除）；答判断题一般判断谓语（即是

什么，后面的结论），要大胆答，不轻易放弃，实在把握不

住的才不答。答名词解释只答定义和外延；答简答题要分点

答，每点不要写太多。答论述题要分层次答（一般先答概念



，再答为什么，怎么做）；若是“问答题”，一般按简答题

分点答。 8、答题方法（三） 答实务分录，计算分析题，看

了命题后，先看答题要求（这很重要，“要求”往往带有指

定范围、顺序，有的带有提示性），需计算的必须列示计算

过程，分录题要注意需列示明细科目的规定。答综合题应按

要求的顺序答，化成计算分析题分步解答。上述实务、计算

分析综合题尽可能加以复算验证一遍。 9、答卷完毕 应留20

分钟复核，不要急于交卷。应复核：准考证号、座位号、姓

名是否每页都填；光电阅卷的答案是否填在答卷卡上；全部

试题有否漏题未答；各种理论题答案是否答非所问；分录题

应用科目名称是否正确，要求列示的明细科目是否列示，借

贷金额是否相等，各计算命题公式及运用的资料是否正确，

答数有否移位等，最好铃响交卷，不轻易放弃每一分钟。 10

、结束离场 离场后不要到处找人去核对答案，即成事实，对

也无用，而且往往发生几个人答案不一样时，造成心慌意乱

，对下场考试影响极大，应利用离场到下一场考试的有限时

间，分秒必争，看下一场考试的复习资料或题材，此时看的

内容，将有大效果。 【自考结束后】 1、全部考试结束 可邀

集几位同学，核对教材和答案，自我衡量一下考分得失，总

结一下复习及临考的经验教训，并记在笔记上，力争每经一

场考试，提高一次复习应考能力。越考越会考。 2、挫折与

信心 由于统考难度较大，加之一次考试结果往往有一定偶然

性，一次考试失败，是否坚定信心，对学员今后成才十分重

要，要不怕考，更不怕挫折和失败，经受挫折而百折不挠，

这是人才和普通人的分水岭，而挫折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

，我们要越考越敢考，再下苦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坚定信



心再考。 3、补缺拾漏 不论成功与失败，每次统考总有一部

份较难试题（一般占10%20%），应在考试后，对这部分知识

内容，重读教材，向教师请教，与同学研究探讨，经过一次

考试，对难题的补缺，使全面掌握教材进一步深化、提高。

这对今后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十分重要。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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