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考前心得体会 月自考生考前心态
调整妙招(通用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通过记录心得体会，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
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自考前心得体会篇一

自考生要想在考试中发挥出最佳水平，除了要认真复习之外，
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下是百分网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关于2016年10月自考生考前心态调整妙招，仅参考借鉴，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
届毕业生考试网!

学员一般都会制定复习的计划，有计划的学员一般都会考得
很好。但在实际复习时，没能按计划执行，导致准备不足，
有些甚至连复习重点都没看完一遍。结果临考开始心慌、厌
食、失眠，进而思维混乱、心情焦躁等，更加无法进入复习
强化状态。

自学考试并非淘汰制，不要求学员高分才可，只要达到六十
分就能合格。因此，有些考生便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考前随
便看看书，差不多就可以通过了。这种侥幸心理和懈怠思想
危害很大，自考是正规的考试制度，考察的是学员的实力而
非运气。它一旦产生，便会造成恶劣的后果。所以，考生要
引以为戒，端正学习态度，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碰运气上。

不准正确的评估自己，是确保考试中正常发挥的.重要因素。
考生平日估量自己的复习情况，多是借助于自我检测。在日
常的自查中，有的学员成绩不稳定，便怀疑自己，过低的自



我评判，觉得考试一定会失利;有的考生正相反，对自己实力
认定过高，甚至对自己的运气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结果
过于乐观。这两种心理，都会干扰复习情况，给考试带来负
面影响。

大部分自考生是在职状态，得兼顾工作和学习，两者之间的
安排稍不恰当，都会导致恶性循环。尤其是在考前，学员复
习压力增大，更容易疲劳;有的学员甚至大量熬夜复习，使得
大脑长时间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学习效率低下。这样过
度疲劳，只会让学习质量更不佳，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
节奏全部混乱不清。

这样的考生，面对困难和挫折时，适应性较弱;且容易患得患
失，情绪不稳定。如有的考生因为地域原因、或者个人其他
情况，获得的有关考试的各类信息或复习资料非常不足，只
靠自己啃课本，总觉得困难重重，复习没有头绪，所以心理
负担很重，复习进度缓慢。

自考前心得体会篇二

自考科目多而复杂，因此在考前需要做好分题整理。

在考前的攻坚阶段，如何运用快捷而有效的复习方法，无疑
成为制胜法宝，简单的归纳一下考生在考试时，往往有这样
的感觉：这道题明明见过，以为像这样的题目不会考，就没
有细看。其实，书中有相应的内容，甚至内容和题目都没有
变，但在复习时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保证考前复习效果，大家不妨做好分题整理。

总结出题率高的题。在文科类课本中，根据内容和标题，有
经验的考生一眼就能判断出哪些是简答题、哪些是论述题，



甚至选择题、填空题都能够看得出。那么，像这些内容往往
是考试出题率较高的题目。

比如在复习《公共关系》第十二章第三节的第一个大问
题“完善公众传播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
就可将内容总结为论述题。这样，大标题和若干小标题，就
全部被总结到了一道论述题上。这既有利于记忆，又可以使
知识具有整体逻辑性。简答题、选择题、填空题也要分别总
结出题率较高的题目。这样，在考前两周内，再拿起笔记本
复习时，就可针对题型背诵，到真正考试时就会做到游刃有
余。

总结做错的题。做错的'题目最能反映自己的薄弱处。不妨将
之前做错的练习题、往年试题模拟题摘抄在一个本子上。看
看是哪部分题错的较多。一般考生在多项选择题最容易错，
这就要考前再重点复习，从而保证做错的题目不再错第二遍。
随时复习、随时背诵、随时整理，考前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到有效复习。

自考前心得体会篇三

在拿到试卷的时候，可以先把考卷大致地看一遍，然后再答
题;也可以直接按先后顺序答题。但不论怎样，面对试卷都要
冷静，不要紧张，对于容易的、会答的题，先把他们答出来;
而对于那些比较困难的、一时还把握不准的问题，可以先放
下来。等到把容易的题全部答出来之后，再去思考那些较难
的题。一定要避免出现一味地去思考、琢磨那些难题，把时
间都浪费到这些题上，等到考试时间结束的时候，真正会答
的题反而没有时间答了。

在答题时，一定要特别注意条理清楚，要点突出。对于问答
题，应逐条答出。



(1)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是最容易丢分的一种题型。这类
题型一般有5个备选答案，正确的答案最少是2个，最多是5个。
这类题型的得分标准是只有全对才得分，多选、少选、错选
都不得分。考生在选择时，必须根据题意进行具体分析。有
些多项选择题是提出一个问题，要求回答这个问题包括几项
内容，对这些问题，要从整体上去分析;有些多项选择题是写
出一个概念或问题，再以另外的方式或语言给出几个备选答
案，对这类问题则需要采用排除法，把不符合题意的答案排
除掉，剩下的可能就是正确答案。

(2)单项选择题。这类考题一般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写出一
个不完整的句子，然后给出四个备选答案。在四个备选答案
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要求考生把正确的`答案选择出来。
这种试题容量大、覆盖面广，不但能考核考生的记忆、理解
能力，还可考核考生的判断、推理、分析、综合运用能力。
回答单项选择题时，如果能准确地认定正确答案，说明考生
知识掌握得比较牢固;如果不能准确地认定正确的答案，则需
要采用排除法，即首先将错误的答案一一排除，逐步向正确
的答案逼近，最后经过分析思考选择一个正确答案。

(3)判断题。这类试题看似容易，实际上最容易出错。有些判
断题，第一印象似乎正确，仔细分析，则会发现问题，因此
对这类题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对于那些问题出得十分肯定
的判断题，更应该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常常是考核考生是否
掌握了市场营销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如果考生概念不清，
是容易判断错误的。

(4)填空题。填空题主要是考核考生对市场营销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的掌握程度。这类试题主要是凭考生的
记忆来填充，也属于容易丢分的一类试题。有些考生在解答
填空题时，仅对确切记住的考题进行填充，而对没有记住的
考题则完全放弃，这也是一种比较机械的做法。实际上，对
那些没有完全记住、或把握不准的考题，也不应该完全放弃，
而应通过前后联系，结合所掌握的相关知识进行填充。



(5)问答题。问答题主要是要求考生解答有关问题，包括有关
概念的理解，有关理论的阐述等，这类试题侧重于考察考生
的理解和记忆力。有些在教材中有现成的答案，有些则没有
现成的答案，需要考生在分析的基础上概括解答。考生在解
答这类问题时，一定要特别注意条理清楚，突出重点，回答
充分。

(6)名词解释题。名词解释题主要是考核对市场营销学基本概
念的掌握程度。解释名词要力求准确、简明，但也不要遗漏
一些基本内容，回答不全也会失分。

自考前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步：制定学习计划，依自身情况而定，每晚2小时左右的
学习时间!

第二步：分析往年试卷题型，确定考试范围，自考学习经验：
决胜自考。如哪些内容考单选题、哪些内容考多选题、名词
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第三步：依据学习计划，做好相关笔记，重点做好单选题、
多选题笔记。

第四步：每天早晨与睡觉之前翻阅笔记，养成复习习惯，复
习指导《自考学习经验：决胜自考》。

第五步：在考前1个月或半个月前，将所有笔记做好，然后开
始全面系统的复习。

第六步：如果有相关配套试卷，可在一周之内将所以单选题、
多选题做完，做对的跳过，做错滴做好相关笔记，然后反复
复习。



依本人自考学习经验，以下为做好相关笔记的几点要求：

单选题：带“根本保证”、“基础”、“目的”、“最重要
的手段或依据”、“先决条件”、“核心部分或要素”等只
有一个准确答案的题型例为单选题!

多选题：将书本2点以上6点以下知识点的.题型列为多选题，
重点关注3一一5点的知识点!7点以上的知识点可以不看!多选
题也经常做为简答出题，两者互通!

简答题：将书本4一一6个知识点的题型罗列出来，只标识几
个知识点，复习时看到题型就能回忆起来，说明本题顺利通
过。

论述题：将6一一7点的题型罗列出来，只标识几个知识点，
复习时看到题型就能回忆起来，说明本题顺利通过。建议只
看6点的知识点，因为多了也记不来，在不偏题的情况下，论
述题可以按自已的意思答题。

在考试答题时，建议一次性从头做到尾，把所有题型多答满，
不对也没关系，答了老师多少会给点分，老师批试卷多了，
到后面也只看有没有答，所以加分的机会比较高。

自考前心得体会篇五

买好教材后，先细看目录，分析各章节之间是什么联系，是
总分总，还是总分分。目录如同骨架，先看清看全它，判别
它是青蛙，还是恐龙。接着按章节翻看，弄清难易点各在何
处，其大致比例如何。容易的，理解就行了;难的，先放一下，
下一轮再看。

粗翻过程约40分钟，应略知这骨架哪儿是长耳朵的，哪儿是
长尾巴的。



第2步：精看

粗看过后，大致印象有了，该精看了。从头到尾，一字不漏
地看完。关键地方作标记，不懂的地方再放一下(注意：特指
无承上启下作用的内容。若是无此内容就看不懂下问的，就
必须硬着头皮去看)。精看好比把血肉填到骨架上。针对自考
的特点，我一般不看大纲，因为我整本书都看了，把大纲的
内容圈在了“缸”里——考试不就是缸里捞鱼捉虾吗。时间
太紧时，我才看大纲挑重点。

第3步：笔看

精看后就要笔看，还是地毯式的轰炸。把该背该记的全部划
下来，不理解的努力理解，该计算的赶紧掌握，并适当做点
往年试卷。这时候脑子对整本书的脉络应当非常了解了，只
是东西记不全罢了，这不着急，有时间背的。这一阶段好比
把皮肤覆盖上，基本定下型来，只不过皮肤不怎么光滑。

第4步：记看

笔看一两天后便是记看。不必那么细的看了，赶紧记住那些
有笔划的。到这一步，90%以上的内容应该基本记住了。记看
就是把皮肤化装好并披上衣服——快要“成仙”了。

第5步：挑看

考试前一两天进行挑看。挑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如何判别，
一靠大纲，二靠往年试卷，三靠感觉)牢记，牢记，再牢记。
这时看书已经到“越看越薄”的境界了，也就是给衣服系好
了纽扣——恭喜你，你肯定及格了，如果还想考得更好，请
看下一步。

第6步：乱看



利用考试前40分钟时间把整本书再过滤一遍，记不熟的内容
再加深印象。这一步就是穿好衣服上“战场”——准备凯旋，
请朋友吃饭吧。

方法有了，还缺什么呢?手要常翻，眼要常看，脑要常想，心
要常记——不可不要哦。

再有补充一点的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多做些模拟试题还是有
帮助的，虽然考试的试题我们不一定押得住，但是多做些题，
就算考试的时候你没做过这题，但凭你平时的积累，也一定
会写出内容的。

最后就是答题的时候，字迹一定要工整，主观题要有逻辑，
卷面要整洁。其时很多阅卷老师很多都不看你答的是什么内
容，因为要判的卷实在太多了。这个时候，卷面的分数和判
卷老师对你的印象分就很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