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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误区”，锻炼能力：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论文指导的新思考

李万营　袁贝贝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毕业论文是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重要的实践

环节，但由于专业属性的问题，写作难度较大，因而目前汉语言

文学专业自考毕业论文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指导教师

深感乏力。而自考生则存在不会写、不知道写什么、没时间以及

基础不好的自卑感等问题。对此，指导教师应走出“误区”，不

能把毕业论文等同于自考生的科研学术能力，让他们在毕业论文

中做到学科理论和知识的创新，而应把培养他们自学能力、创新

意识以及不断获取知识的能力，作为走出“误区”的支点，指导

自考生以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来学习写作毕业论文，将写毕业论

文的步骤转化为做事的一般逻辑次序；按照毕业论文的基本规范

来写作；选择熟悉的作品、话题，尤其是与他们的职业、工作及

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进行写作；将论文写作与提升语言文字运用

及语言文字办公软件运用的能力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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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考试是成人获得高等教育的重要机会，也是人才培养和

选拔的重要途径。我国高等教学自学考试起步较早，1988 年，国

务院发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指出“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考试促进广泛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

动，推进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

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可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重要性。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应考者符合下列规定，可以取得毕业证书：（一）考

完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二）完成

规定的毕业论文（设计）或其他教学实践任务；（三）思想品德

鉴定合格。”可见，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设计）或其他教学实

践任务，是自考生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汉

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自考生没有其他教学实践任务要求，毕业论

文则成为他们获得毕业以及学位的“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如

教育部 1998 年印发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考试计划》明确规定，“本科毕业：在本专业专科毕业的基础上，

凡取得本计划所规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段 10 门课程合格成

绩，累计达 64 学分，毕业论文经答辩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

要求者，发给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毕业论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笔者曾指导过自学考试毕业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据笔者观察，

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

问题。

一、指导教师的“吐槽”

指导教师既要指导自考生写作毕业论文，也要参加自考生的

论文答辩，因而对于自考生的毕业论文很有发言权，但绝大多数

是“吐槽”。比如学生积极性不高，不能主动与指导老师探讨选题、

写作等问题，写作起来拖拖拉拉，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比如没有创新，没有问题意识，很多自考生的论文从题目到框架

到结论都极为相似，所谈都是老生常谈的常识，都是大而无当、

概而论之，对学界的相关研究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应该选什么

问题作为题目，仅凭课堂上听到的一言半语就来写作，其结果可

想而知。

这些问题不但会使指导老师产生沮丧、无力感，而且即便问

题如此之多，大多数自考生还是要凭这样的毕业论文拿到学位，

所以有些指导老师甚至会对毕业论文产生“鸡肋”的怀疑：对于

自考生而言，毕业论文的要求是不是过高？没有办法考察他们的

实践能力，而只能沦为一种形式、过场？

二、自考生的“苦恼”

笔者在指导自考生的过程中，也曾调查过他们对于毕业论文

的意见。与指导教师的满是“吐槽”相比，自考生则满是“苦恼”。

首先是不会写。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但大多数自考生不

知道什么是学术论文，没写过，不知道怎么写。有些自考生则自

以为初高中阶段写过议论文，或者工作后写过评职称用的论文，

因而认为无论是什么题目，无论新旧，都可以写；对学术论文是

什么，实则知之甚少，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不对路子。其次是不知

道写什么。很多自考生自己想不出题目来，只能照搬毕业手册上

的参考选题，然而参考选题的意思只在于它们的启发性和参考性，

并不能直接拿来作为选题；有些对参考选题里的题目也不熟悉，

不知道该写什么。第三是没时间。很多自考生都是在职自考，平

时工作忙，没有时间看书学习，想写好毕业论文也没时间没精力。

第四是基础不好。很多自考生在联系老师时总会说自己“基础不

好，希望老师多多指导”，这话虽有自谦或者套路的嫌疑，但也

很能反应自考生的心态，他们虽然在通过自考学习获得高等教育，

但他们对于知识获取、对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实则是心怀自卑的。

这些“苦恼”既是自考生的实情，也可从中看出毕业论文对于他

们而言确实存在难度。

那么为什么自考毕业论文会呈现“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呢？笔者仅就汉语言文学专业谈一点认识。

三、为什么自考毕业论文会“两头不讨好”

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而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

学术论文所探讨的问题，是文学作者、作品以及与世界的关系的

问题，是文学发展客观规律的问题。要探讨这些问题，需要研究

者熟悉作家，熟悉文学作品，熟悉不同时代的思潮，在此基础上

去还要有发现问题的眼光、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学术论文需

要极高的文学素养和科研能力才能驾驭。

毕业论文虽然并不要求完全达到学术论文的高水平，但也应

该具备学术论文的一般特质，比如要围绕一个有关文学的学术问

题进行探讨，要体现出一定的逻辑思维等等。这对于全日制汉语

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当然是应有之义，因为汉语言文学专业

不但要求学生掌握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而且要学习文学作品的鉴

赏、批评与研究能力，而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这些能力一般都

会得到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但对于自考生来说，他们的学习只是

完成某些课程并达到合格，没有办法像全日制学生一样接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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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也没有全日制学生学习的环境和条件，要完成毕业论文

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有些指导教师会提出，以创作文学作品或者写作文学评论等

形式，来代替毕业论文作为自考生的毕业考核。这种提议虽然有

一定合理性，但是否适合自考生的现实情况并进而推行开来，目

前还不能确定，甚至值得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自考生进行指导，使他们能够比较好

地完成毕业论文，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指导教师而言，

必须走出“误区”。

四、走出“误区”

我们认为，虽然说，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但并不是

指导学生写作学术论文，而是要让学生走上科研和学术的道路；

将毕业论文与学生的科研学术能力完全画等号，实际上是对毕业

论文的一种误解，不但对于全日制本科生而言如此，对于自考生

来说更是如此。

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以及不断获取知识的能力，似乎应对

应具体的课程和相关的知识，实则在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自

考生更能获得这种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通过指导学生学习

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锻炼他们的自学新知识、不断获取知识的

能力，而不应仅仅盯住他们是否在毕业论文中发现、分析并解决

了什么问题；不在于他们对本学科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创新，而在

于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的自主学习、创新和所得。这应该是走出“误

区”的一个支点。以此为支点，指导自考生毕业论文需要着重关

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指导自考生以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来学习写作毕业论

文，将写毕业论文的步骤转化为做事的一般逻辑次序。在指导自

考毕业论文的时候，笔者会给学生集中讲解选题、写作的一些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毕业论文。对于自考生来说，毕业论文

是陌生事物，同时也是新鲜事物。面对这些陌生又新鲜的事物，

我们不应该苦恼发愁，而应该主动学习。又如在工作中，我们都

会经常接触或者承担陌生的任务，比如第一次写调查报告，第一

次做市场评估，它们也是陌生又新鲜的事物，我们是如何对待的

呢？首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这项工作的，然后搜集相关资料，然

后分析现象得出结论。这和写作毕业论文的步骤实际是息息相通

的，写毕业论文也要经历这几步：学习毕业论文的基本规范，研

读选题的相关研究资料，发现并分析解决选题呈现出的学术问题。

我们也许不能在短时间内精通学术论文，但通过学习写毕业论文，

应该可以学到做事的一般逻辑次序，触类旁通，在面对任何新鲜

陌生事物事都能做到沉着冷静游刃有余。

其次，指导自考生按照毕业论文的基本规范来写作。我们常

说古人写作律诗是“戴着镣铐跳舞”，因为律诗有严格的规范需

要遵守。毕业论文也是如此。不像我们一般的议论文，论点可以

和别人重复，毕业论文要求创新，别人已经有的研究、已经有的

结论，除非有新的材料，不需要再去重复研究；不像一般的议论

文可以随意引用别人的观点，而是应该凡是引用别人的观点，都

要注明出处和页码，这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为后人阅读、

核验你的论文提供方便。此外，章节的安排，每一部分应该怎么

写，各个部分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串联，这些需要有一定的逻辑，

这也是毕业论文的基本规范。其实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行都是有

一定的规则存在，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也需要遵守很多规范，而毕

业论文也是如此，按照基本规范进行写作，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达

到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指导自考生选择熟悉的作品、话题，尤其是与他们的

职业、工作及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进行写作。鉴于自考生平时工

作较忙，一般很难抽出时间来仔细研读一本从未阅读过的作品，

也不可能以这类作品为题写出好的毕业论文来，因此，笔者在指

导自考生选题时，要求他们选择自己以前看过的最熟悉作品为题，

一则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则对熟悉的作品，人们大多都会有一

些自己的想法，如果再次去读一遍的话，会得到更多的新感受，

这样就可以引导自考生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为题目写成论文。当

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熟悉，自考生写出来的也往往会变成老

生常谈的东西，这就需要指导教师为其纠偏，刷新他们的认识，

比如写《三国演义》人物的性格，有的自考生就会把忠义、忠君、

勇猛等词语搬出来，笔者则特别提醒他去查字典，看一下性格是

什么意思，再去重新思考。此外，熟悉的话题也能帮助自考生更

好选题，尤其是那些和他们的职业、具体工作及生活密切相关的

话题，他们更熟悉，也就更容易下手。这时就以话题为契机，帮

助他们寻找与话题有关的作品，使话题与作品结合起来，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施展拳脚。

第四，指导自考生将论文写作与提升语言文字运用及语言文

字办公软件运用的能力结合起来。自考生在写作毕业论文时，要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过程是对他们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锻炼，让

他们能够响应这种锻炼。自考生在写出文章来后，让他们先自己

反复阅读、修改，指导教师再用批注的方式对文字逐句修改，一

则使他们结合原来自己写的文字，体会教师修改的原因与效果，

二则从熟悉办公软件的批注开始，逐步熟悉办公软件的其他功能。

另外，毕业论文有严格的格式要求，这也是对自考生办公软件运

用能力的考察，要让他们体会到这种目的，从心态上重视起来，

并在不断的琢磨、操作与练习中，使毕业论文达到格式要求，同

时也获得办公软件运用能力的锻炼。

将以上几点结合起来，指导出的自考毕业论文虽然不能说质

量很高，但基本符合要求，也能有一定新意，且指导的过程也会

相对容易一些。当然，在指导自考生毕业论文方面，相信很多富

有经验的指导教师都有自己的妙招，笔者所谈极为浅显，抛砖引玉，

希望能引起注意，得见更多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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