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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 

《人体解剖学》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护理学专业

（专科）必考的课程，是为培养和检验自学应考者掌握人体

解剖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应用能力设置的一门专

业课程。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形态科学，在医学中都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是护理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也是护理专业核

心课程之一，有很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人体解剖学课程研

究的是人体的形态和结构，为学生提供了深入了解人体结构

的基础。是自考应考者学习人体构造、从而理解人体生理机

能、疾病发生和发展机制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使自学应考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人体解剖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通过学习人体解剖学，学生可

以掌握人体各个系统的组成、每个器官的形态结构和毗邻关

系，为后续其他专业基础课、桥梁课和临床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绪论 

一、课程内容 

（一）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和任务 

1.人体解剖学的定义 

2.人体解剖学的学科地位和任务 

（二）人体解剖学的分科 

（三）人体的组成和系统的划分 

（四）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和方位术语 

1.解剖学姿势 

2.方位 

3.轴和面 

（五）人体器官的变异、异常和畸形 

二、自学要求 

1．了解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和任务 

2．了解人体解剖学的分科。 

3．理解和掌握人体的组成与分部。 

4．掌握解剖学姿势。 

5．理解人体学方位术语。 

6．理解和掌握轴和面。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和任务 

1．识记：人体解剖学的任务。 



2．领会：人体解剖学的定义。 

（二）人体解剖学的分科 

（三）人体的组成和系统的划分 

1.领会：(1）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的概念。 

2.简单运用：系统的划分 

 （四）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和方位术语 

简单运用： 

(1）解剖学姿势 

(2）人体学方位 

(3）轴和面 

 

第一章  运动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 骨学 

1.总论 

2.中轴骨 

3.附肢骨 

（二）、 关节学 

1.总论 

2.中轴骨的连结 

3.附肢骨的连结 

（三）、 肌学 

1.总论 

2.头肌 



3.颈肌 

4.躯干肌 

5.上肢肌 

6.下肢肌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骨的分类和构造。 

２．椎骨的一般形态结构。 

３．脊柱的组成。 

４．胸骨的形态结构。 

５．脑颅的组成和各脑颅骨的位置。 

６. 肩胛骨、肱骨的形态结构。 

７．髋骨、股骨的形态结构。 

８．全身骨的重要体表标志。 

9.关节的基本结构和运动形式 

10.椎骨的连结，脊柱的整体观及其运动 

11.胸廓的组成 

12.肩关节、肘关节、髋关节和膝关节的结构特点及其运动 

13.骨骼肌的形态分类 

14.膈的形态结构及孔裂和通行结构 

15.全身重点肌的位置、起止和作用 

16.主要的肌性体表标志 

（二）熟悉 



１. 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 

２. 脊柱的整体观和正常生理弯曲。 

３. 胸廓的连结。 

4.  面颅各骨的名称和位置。 

5.  颅的整体观和骨性眶腔、鼻腔、口腔的组成 

 

（三）了解 

1.直接连结的特点 

2.颅骨的连结 

3.肌的命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骨的分类和构造。 

２．椎骨的一般形态结构。 

３．脊柱的组成。 

４．胸骨的形态结构。 

５．脑颅的组成和各脑颅骨的位置。 

６. 肩胛骨、肱骨的形态结构。 

７．髋骨、股骨的形态结构。 

8.颅底内面３个颅窝的境界和主要结构。 

9. 颅底的外面观。 

10. 新生儿颅的特点。 

11.关节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运动形式 

12.全身重点肌的位置、结构特点和运动 



13.主要的肌性体表标志 

（二）领会 

１．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 

２．各部椎骨的结构特点。 

３．骨的可塑性。 

4．脊柱的整体观和正常生理弯曲。 

5. 全身骨体表标志 

 

 

 

 

 

 

 

 

 

 

 

 



 

 

第二章  消化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内脏学总论 

1．内脏器官的结构 

2．胸部标志线和腹部分区 

（二）口腔 

1．口唇 

2．颊 

３.腭 

４.牙 

５.舌 

６.唾液腺 

（三）咽 

1．咽的位置和形态。 

2．咽的分部。 

（四）食管 

１.食管的位置与分部。 

２.食管的狭窄部。 

（五）胃 

１.胃的形态和分部。 

２.胃的位置。 



３.胃壁的结构 

（六）小肠 

１.十二指肠 

２.空肠和回肠 

（七）大肠 

１.盲肠 

２.阑尾 

３.结肠 

４.直肠 

５.肛管 

（八）肝 

１.肝的外形 

２.肝的位置和毗邻 

３.肝的分叶和分段 

４.肝外胆道 

（九）胰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胸部标志线和腹部分区 

２.消化系统的组成 

３.上、下消化道的概念 

４.咽峡的构成 

５.牙的形态结构 



６.舌的形态结构和粘膜特征 

７.颏舌肌的位置及作用 

８.三大唾液腺的位置和腺管开口位置 

９.咽的位置、分部和交通 

10.食管的位置、分部和狭窄处，各狭窄处与中切牙的距离 

11.胃的形态、分部和位置 

12.十二指肠的形态、位置和分部，十二指肠球部和十二指

肠大乳头 

13.空、回肠的位置及主要区别 

14.大肠的而形态、位置和分部 

15.肝的位置和形态。 

16.胆囊的形态、位置、功能及胆囊底的投影 

17.输胆管道的组成。 

 

 （三）了解： 

１.内脏的概念  

2.口腔的分部和境界 

3.唇、颊和腭的形态 

4.恒牙和乳牙的牙式 

5.牙周组织 

6.食管和胃的结构 

7.肝的体表投影和肝段概念 

8.肝和胰的功能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胸部标志线和腹部分区 

２.消化系统的组成 

３.上、下消化道的概念 

４.咽峡的构成 

５.牙的形态结构 

６.舌的形态结构和粘膜特征 

７.颏舌肌的位置及作用 

８.三大唾液腺的位置和腺管开口位置 

９.咽的位置、分部和交通 

10.食管的位置、分部和狭窄处，各狭窄处与中切牙的距离 

11.胃的形态、分部和位置 

12.十二指肠的形态、位置和分部，十二指肠球部和十二指

肠大乳头 

13.空、回肠的位置及主要区别 

14.大肠的形态、位置和分部 

15.肝的位置和形态。 

16.胆囊的形态、位置、功能及胆囊底的投影  

（二）领会 

1. 颏舌肌的位置及作用 

2. 咽的位置、分部和交通 

3.食管的位置、分部和狭窄处，各狭窄处与中切牙的距



离 

4. 输胆管道的组成 

 

 

第三章  呼吸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鼻 

1．外鼻 

2．鼻腔 

３.鼻旁窦 

（二）咽与喉 

1．咽 

2．喉 

（三）气管与支气管 

1．气管 

2．支气管 

（四）肺 

１.肺位置与形态 

２.肺内支气管和支气管肺段 

３.肺的血管 

（五）胸膜 

１.胸腔、胸膜和胸膜腔的的概念 

２.胸膜的分部与肋膈隐窝 



３.胸膜与肺的体表投影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呼吸系统的组成 

２.上、下呼吸道的组成 

３.鼻腔的形态结构 

４.鼻旁窦的位置和开口位置 

５.喉的位置和主要体表标志、喉腔的形态结构 

６.气管的位置和构造特点 

７.左、右主支气管形态差别 

８.肺的形态、位置和分叶 

９.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 

10.胸膜的分部和肋膈隐窝的位置 

 

（二）了解： 

１.外鼻的形态结构、 

2. 各鼻旁窦的形态特点 

3. 喉软骨及其连结 

４. 肌的名称、位置和作用 

５.肺内支气管和肺段的概念 

６.胸膜和肺的体表投影 

７.纵隔的概念、分区及组成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呼吸系统的组成 

２.上、下呼吸道的组成 

３.鼻腔的形态结构 

４.鼻旁窦的位置和开口位置 

５.喉的位置和主要体表标志、喉腔的形态结构 

６.气管的位置和构造特点 

７.左、右主支气管形态差别 

８.肺的形态、位置和分叶 

９.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 

10.胸膜的分部和肋膈隐窝的位置 

（二）领会 

 1. 左、右主支气管形态差别 

 2. 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 

3. 胸膜的分部和肋膈隐窝的位置 

 

 

 

 

 

 



 

 

第四章  泌尿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肾 

1．肾的形态 

2．肾的位置和毗邻 

３.肾的被膜 

４.肾的剖面结构 

５.肾的血管与肾段  

（二）输尿管 

（三）膀胱 

1．膀胱的形态 

2．膀胱的内部结构 

３.膀胱的位置和毗邻 

（四）尿道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肾的位置、形态、结构和主要毗邻 

２.输尿管的分部、狭窄和主要毗邻 

３.膀胱的形态、位置及与腹膜的关系 



４.膀胱三角的位置和构造特点 

５.女性尿道的形态特点和开口部位 

（二）了解： 

１.泌尿系统的组成和基本功能 

2. 肾的被膜 

3.肾的体表投影 

４.肾段的概念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肾的位置、形态、结构和主要毗邻 

２.输尿管的分部和主要毗邻 

３.膀胱的形态、位置及与腹膜的关系 

４.膀胱三角的位置和构造特点 

５.女性尿道的形态特点和开口部位 

（二）领会 

 1. 输尿管的三处狭窄及其临床意义 

 2. 女性尿道的形态特点与其临床意义 

 

 

 

 



 

 

第五章  生殖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男性生殖系统 

1．内生殖器 

2．外生殖器 

（二）女性生殖系统 

1．内生殖器 

2．外生殖器 

附乳房和会阴 

1．乳房 

2．会阴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男性生殖系统的组成 

２.睾丸和附睾的位置及形态结构 

３.精子的排出途径 

４.前列腺的形态、位置、和毗邻 

５.男性尿道的分部、狭窄和弯曲 

６.女性生殖系统的组成 

７.卵巢、输卵管、子宫的位置、分部和形态特点 



８.子宫固定装置的名称、结构和功能 

９.乳房的位置、形态和结构 

10.会阴的概念和分区 

 

（二）了解： 

１.睾丸的结构 

2. 输精管的形成和分部 

3.阴囊的结构 

４.阴茎的分部和结构 

５.阴道的位置和毗邻 

６.女性外生殖器的组成和形态特点 

７.肛门三角肌群和尿生殖三角肌群位置和结构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男性生殖系统的组成 

２.睾丸和附睾的位置及形态结构 

３.精子的排出途径 

４.前列腺的形态、位置和毗邻 

５.男性尿道的分部、狭窄和弯曲 

６.女性生殖系统的组成 

７.卵巢、输卵管、子宫的位置、分部和形态特点 

８.子宫固定装置的名称、结构和功能 



９.乳房的位置、形态和结构 

10.会阴的概念和分区 

（二）领会 

 1. 输精管的形成和分部 

 2. 精子的排出途径 

 

 

 

 

 

 

第六章  腹膜 

一、课程内容 

（一）腹膜与腹膜腔 

（二）腹膜与脏器的关系 

（三）腹膜形成的结构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腹膜的位置、分布和结构特点 

２.腹膜形成的结构，包括网膜、系膜、韧带和陷凹 



（二）了解： 

１.腹膜腔的分区和间隙 

2. 腹膜的功能和器官的关系 

3. 腹膜的皱襞和隐窝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腹膜的位置、分布和结构特点 

２. 腹膜形成的结构，包括网膜、系膜、韧带和陷凹 

（二）领会 

 1. 腹膜腔的分区和间隙 

 2. 腹膜的功能和与器官的关系 

 

 

 

 

第七章  脉管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总论 

1．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2．血液循环 

３.血管吻合及其功能意义 

（二）心 



1．心的位置和外形 

2．心腔的结构 

３.心的构造 

４.心传导系统 

５.心的血管 

６.心的神经 

７.心包 

８.心的体表投影 

（三）动脉 

1．肺循环的动脉 

2．体循环的动脉 

（四）静脉 

１.肺循环的静脉 

２.体循环的静脉 

（五）淋巴系统 

１.总论 

２.淋巴管道 

３.淋巴器官 

４.全身主要部位的淋巴结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２.体循环和肺循环的途径及意义 



３.心的位置、外形 

４.心腔的形态和内部结构 

５.心传导系统的组成、位置和功能 

６.冠状动脉的起始、行径和主要分支的分布 

７.心静脉的位置和汇入，冠状窦的位置和开口 

８.心包的构成 

９.肺动脉干和左、右肺动脉的行径和动脉韧带的位置 

10.主动脉的分部及主要分支 

11.主动脉主要分支的起止、行径和分布范围 

12.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的位置、形态和功能 

13.颞浅动脉、面动脉、颈总动脉、肱动脉、桡动脉、股动

脉和足背动脉的搏动点和压迫止血部位 

14.上腔静脉的组成、起止和行径 

15.下腔静脉的组成、行径和起止 

16.肝门静脉系及门腔静脉吻合及其临床意义 

17.上肢浅静脉的起止、行径及注入部位 

18.大、小隐静脉的起止、行径、注入和临床意义 

19.淋巴系统的组成 

20.淋巴导管及淋巴干的组成、行径、注入部位及其引流范

围 

21.全身重要淋巴结群的位置及收纳范围、输出管的去向

及临床意义 

 

 （二）了解： 



１.血管的吻合、侧支循环、动静脉吻合和微循环的概念

及意义 

2 房间隔、室间隔缺损的常见部位和临床意义 

3.心的体表投影及听诊部位 

4.支气管、食管和心包的动脉供应来源 

5.椎静脉丛的位置和交通 

6.淋巴系统的结构及分布特点、淋巴回流因素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２.体循环和肺循环的途径及意义 

３.心的位置、外形 

４.心腔的形态和内部结构 

５.心传导系统的组成、位置和功能 

６.冠状动脉的起始、行径和主要分支的分布 

７.心静脉的位置和汇入，冠状窦的位置和开口 

８.心包的构成 

９.肺动脉干和左、右肺动脉的行径和动脉韧带的位置 

10.主动脉的分部及主要分支 

11.主动脉主要分支的起止、行径和分布范围 

12.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的位置、形态和功能 

13.颞浅动脉、面动脉、颈总动脉、肱动脉、桡动脉、股动

脉和足背动脉的搏动点和压迫止血部位 



14.上腔静脉的组成、起止和行径 

15.下腔静脉的组成、行径和起止 

16.肝门静脉系及门腔静脉吻合及其临床意义 

17.上肢浅静脉的起止、行径及注入部位 

18.大、小隐静脉的起止、行径、注入和临床意义 

19.淋巴系统的组成 

20.淋巴导管及淋巴干的组成、行径、注入部位及其引流范

围 

21.全身重要淋巴结群的位置及收纳范围、输出管的去向

及临床意义 

（二）领会 

1. 体循环和肺循环的途径及意义 

2. 心传导系统的组成、位置和功能 

3. 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的位置、形态和功能 

4. 肝门静脉系及门腔静脉吻合及其临床意义 

（三）简单应用 

1.颞浅动脉、面动脉、颈总动脉、肱动脉、桡动脉、股动

脉和足背动脉的搏动点和压迫止血部位 

 

 

 

第八章  感觉器 

一、课程内容 



（一）总论 

（二）视器 

1．眼球 

2．眼副器 

3. 眼球的血管和神经 

（三）前庭蜗器 

1．外耳 

2．中耳 

3.  内耳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眼球壁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２.房水循环途径 

３.眼底 

４.结膜 

５.屈光系统的结构 

６.眼外肌的位置和功能 

７.前庭蜗器的组成、分部和各部的功能 

８.声音的传导途径 

９.咽鼓管的的通连情况以及年龄差异 

 

（二）了解： 

１.眼睑的形态结构 



2. 泪器的组成及泪道的形态、位置和开口 

3.眼的血管和神经 

４.眼外肌的名称、位置和作用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眼球壁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２.房水循环途径 

３.眼底 

４.结膜 

５.屈光系统的结构 

６.眼外肌的位置和功能 

７.前庭蜗器的组成、分部和各部的功能 

８.声音的传导途径 

９.咽鼓管的的通连情况以及年龄差异 

（二）领会 

 1. 晶状体的屈光调节 

 2. 声波的传导 

 

 

 

第九章  神经系统 

一、 课程内容 

（一）总论 



1．神经系统的区分 

2．神经系统的组成 

３. 神经系统的常用术语 

（二）中枢神经系统 

1．脊髓 

2．脑 

（三）周围神经系统 

1．脊神经 

2．脑神经 

3. 内脏神经系统 

（四）神经系统的传导通路 

１.感觉传导通路 

２.运动传导通路 

（五）脑和脊髓的被膜、血管及脑脊液循环 

１. 脑和脊髓的被膜 

２.脑和脊髓的血管 

３.脑脊液及其循环 

４.脑屏障 

 

一、自学要求 

（一）掌握 

1．神经系统的区分 

2．神经系统的常用术语 

３. 神经系统在机体中的作用和地位 



4. 神经系统活动的基本方式 

5．脊髓的位置和外形，脊髓节段的概念 

6. 脑干的组成，各部结构、脑神经核的名称、位置和功

能 

7. 小脑的位置和分部和形态 

8. 大脑半球的形态、分叶及重要沟回；大脑皮质的机能

定位、基底核、侧脑室及内囊 

9. 脑室系统的组成和连通 

10．脊神经的构成、区分，前后根和前后支的纤维成分

及前支的分布概况 

11.十二对脑神经的排列顺序和名称，连接的脑部及进出

颅的部位 

12.十二对脑神经的纤维成分、主干的行程及分支的分布

范围或支配范围 

13.内脏神经系统的构成及各构成部分的分布范围和功能 

14.内脏运动神经与躯体运动神经的区别 

15.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在形态和机能上的差别 

16．感觉传导通路和运动传导通路 

17. 脑和脊髓的被膜、血管及脑脊液循环 

 （二）了解： 

１. 脊髓横切面上灰质与白质的配布及各部的名称 

2. 颈丛、臂丛、腰丛和骶丛的组成、位置和分支，相关

神经的行程、肌支支配和感觉纤维分布的范围 

3.胸神经前支的行程及皮支分布的节段性 



4.交感神经低级中枢所在的位置；交感神经椎旁节和椎

前节的位置；交感干的构成及形态学意义 

5.副交感神经低级中枢所在的位置及中枢核团的名称 

6.迷走神经副交感神经节前纤维的来源，换元部位及节

后纤维的分布范围 

7.交感神经白交通支与灰交通支的概念 

8.牵涉痛的基本概念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神经系统的组成 

２.脊髓的形态结构和位置 

３.脑的组成及各部形态、位置 

４.脊神经的构成、区分，前后根和前后支的纤维成分及

前支的分布概况 

5.十二对脑神经的排列顺序和名称，连接的脑部及进出

颅的部位 

6.内脏神经系统的构成及各构成部分的分布范围和功能 

7.内脏运动神经与躯体运动神经的区别 

8.皮质脊髓束、皮质核束运动传导通路 

 

（二）领会 

1 . 神经系统在机体中的作用和地位 

2. 神经系统活动的基本方式 



3. 脑皮质的机能定位 

4. 脑脊液循环 

（三）简单应用 

1.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在形态和机能上的差别 

 

 

 

第十章  内分泌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垂体 

（二）甲状腺 

（三）甲状旁腺 

（四）肾上腺 

（五）松果体 

（六）胸腺 

（七）胰岛 

 

二、自学要求 

（一）掌握 

１. 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垂体、松果体、胰岛和

性腺的形态和位置。 

（二）了解： 

１.内分泌腺的功能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 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垂体、松果体、胰岛和

性腺的形态和位置。 

（二）领会 

 １.内分泌腺的功能 

 

 

 

 

 

主要参考教材：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 

供临床、预防、护理、检验、影像等专业用 

《人体解剖学》张雨生 金昌洙主编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 I )、领会（ II )、



简单运用（ III )和综合运用（ IV ）四个层次规定其

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这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

四个能力层次的含义分别是： 

识记（ I )：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人体解剖学的

主要内容，如定义、特点、规律、形态、结构等，并能做出

正确的表述、判断和选择。 

领会（ II )：要求考生能够掌握人体解剖结构的形态

特点，能领悟和理解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依存关系，根据考核

的不同要求，对人体学的形态和功能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判

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运用（ Ⅲ )：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掌握的人体解

剖学知识，分析临床护理的简单问题，得出正确的判断或结

论，并能正确地把分析过程表达出来。或者能运用本课程的

个别知识点，简要分析和解决临床护理过程中的一些简单问

题。 

综合运用（ IV )：要求考生能够综合运用人体解剖学

的主要内容和相关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临床护理中一些比较

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或者能综合运用本课程的多个知识

点，综合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的高低

不是一个概念。试题的难易程度是指思维过程的复杂程度和

分析处理的简繁、技巧。能力层次体现的是对人体解剖学内

容的掌握和领悟程度，以及对人体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在各个层次中，有不同难易度的试题，切勿混淆。 



 
相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制定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及其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也是对课程

进行自学及助学依据。课程自学考试大纲进一步规定了课程

自学和考试的内容、范围，使考试标准具体化。 

二、自学要求 

应考者在使用大纲时，一定要根据大纲提出的要求，结

合教材，全面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并使其融会贯通，提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自学方法指导 

人体解剖学的重点是形态，需要记忆的名词很多，但是

切忌单纯用识记形态的方法去学人体解剖学，要在理解体会、

触类旁通、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进行高效的学习。那么我

们要用怎样的思路去学习人体解剖学呢？首先，我们必须以

局部与整体统一的观点去学习：其次，要以形态与功能相互

联系的观点去学习：第三，要持有进化发展的观点去学习。  

四、应考指导 

梳理出《人体解剖学》每个部分的知识，结合考试大纲

和自己的理解扩充知识储量，学会应用人体解剖学知识分析、

解释相关的临床表现问题。 

五、助学建议 

（一）学习计划 

   制定一份合理的学习计划是自考助学的第一步。考生需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时间安排，制定每天的学习任务和

时间表。在制定学习计划时，要考虑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时间

管理能力，合理分配每门课的学习时间，并留出时间进行复

习和模拟考试。 

（二）学习资料 

 自考考试的教材和参考书是考生学习的重要依据，考生

一定要根据考试大纲明确的教材去购买。此外，还可以通过

互联网搜索相关的学习资料和参考书籍，以丰富自己的学习

资源。 

（三）学习群组 

   加入自考学习群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助手。通过与其他自

考考生的交流和讨论，可以互相帮助和学习，共同解决学习

中遇到的问题。 

（四）辅导课程 

   如果考试觉得自学的效果不理想，可以考虑参加一些辅

导课程。 

（五）模拟考试 

   模拟考试是自考助学的重要环节之一。考生可以通过参

加模拟考试来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复习情况，找出自己的

薄弱环节，并及时调整学习计划。模拟考试还可以帮助考生

熟悉考试的考点和考试形式，提高应试能力。 

（六）心理辅导 

   自考考生在备考期间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

例如时间压力、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等。因此，心理辅导也



是自考助学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生可以通过与心理

咨询师的交流，排除自己的困惑和焦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保持积极乐观的学习状态。 

六、命题考试的规定 

（一）本课程命题考试的范围为本大纲各章所列考核知

识点规定的内容。命题注意到试题的覆盖面，且具有肯定的

深度。本大纲对考试内容和考核的知识点作出了尽可能明确

而具有的规定和要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自学的盲目性。 

（二）合理安排反映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在一份试卷

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约为：识记占 20%，领会

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三）合理安排难度结构，做到难易适中。试题难易分

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

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

难占 20%。 

（四）本课程考试采用的题型主要有：名词解释、单项

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