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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选择自考，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子？或许成为一名工人，或许与朋友合伙做生意，
或许四处打零工，又或许……孙小平也无法想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坎坷的岁月里，是自考点亮
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命运。

1969年出生于泰州靖江的孙小平搬过砖头，扎
过钢筋，缝过布袋，扫过楼梯……然而无论干什么，
他都没丢下书本。工作之余，他发奋自学，经过 14
载苦读，先后取得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科、苏州大
学新闻学本科学历，而后他又考取江苏省委党校在
职研究生，以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顺利毕业。

高考梦破，从农村娃成农民工

孙小平从小爱读书，爱思考，作文常得到老师
称赞。高中时，老师对他这块“读书的料”一直寄予
厚望。可一次意外生病让他预考失利，无缘高考。
孙小平的大学梦，被那场病痛断送了。

当年夏天，他跟随堂叔开始在靖江县城做建筑
小工。后来，他在无锡第一色织厂当工人，此时的
孙小平已经从一个学生娃变成了一名农民工。此
后，孙小平一直为自己上不了大学而遗憾。

孙小平说，在厂里，他听广播小说《平凡的世
界》时常听得泪流满面，只因从主人公孙少平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告诉记者，原著里有这样一段
描写：“他（孙少平）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
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这样的
场景引起他深深的共鸣。读书与看报让孙小平看
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暗下决心：一是入党，二是
考个专科。

孙小平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90年。那年，他得
知无锡市有自学考试这一途径，同年6月，他报名参
加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科自学考试，利用业余时间

研读课本，在下班时间和节假日去无锡市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接受辅导。这一考，就是8年。

决心自考，打破“未考定终生”

“考试对我自己而言，凝结了无数汗水，承载了
太多期冀。”孙小平说，他先考《大学语文》《政治学
原理》，由于语文基础扎实，第一次考试便取得两门
一次性通过的好成绩。但行政管理专业的其他课
程需要背诵很多概念和名词解释，特别是《法学概
论》《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最多。于是，白天他在一
线包装搬运，晚上就在职工宿舍学习。

每次考试前，孙小平连上厕所也带着书看，不
敢浪费一分钟时间，甚至把知识点做成小纸条，蹬
着自行车还时不时地看着背诵。有一次他骑车时
满脑子都是题目，注意力不集中，差点被车撞上。

“幸好车速慢，没有大碍，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怕。”孙
小平说。

一个农民工如此痴迷地看书学习，一些不理解
孙小平的工友笑他“疯了”，但他并不理会，依然看
自己的书，后来又辗转到车间办公室苦读。“考《法
学概论》前，正逢中耳炎发作，疼得难以入睡，只好
强打精神复习看书。”孙小平回忆起自考岁月，感慨
求学之路的不易与坚持。

就这样，孙小平凭着毅力将其他课程全部考
过，但由于《国民经济管理》的教材版本不断更新，
新版本里面还有高等数学的内容，一直没有通过，
孙小平迟迟拿不到毕业证。他坦言，曾经一度有放
弃的念头，但最后还是咬牙坚持，终于在考了 5次
后通过了。

心有所信，脚踏实地方能行远

1994年 1月，凭借过硬的职业素养和专业基

础，孙小平投身广播电视新闻业，考入靖江市广
播电视局。1997年 2月，他被任命为靖江电视台
副台长。1998年，孙小平在拿到专科文凭后，又
报考了苏州大学新闻学本科自考。“那时候工作
忙，全靠自己看。但找到奋斗的方向，就有使不
完的劲。”

“我感觉自己比孙少平幸运多了。”孙小平
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即使在考上本
科之后也同样没有满足，又一次做出惊人的抉
择——面对泰州广播电视台的邀请，他决心去闯
一闯。

换了平台，一切从零开始，孙小平内心有过犹
豫和纠结。“在靖江市广电局我已经做到电视中心
主任的职务，到泰州后还是从一线记者跑起。”工作
期间，他一边当“运动员”坚持跑一线，一边当“教
练”带新人，白天搞日常管理，晚上写稿子。“别人能
做的，自考生一样能行。”随后孙小平又考取了江苏
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

如今，孙小平已是泰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高
级编辑，第五届全国广播电视“百优”理论人才、江
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他先后
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和其他省级以上业务刊物发表
论文近 50篇，新闻作品获省级及以上奖近百篇，
其中省级一等奖近 20件。“自学阶段，我做事的信
心和规划都有所锻炼，这时候就都发挥出来了。”
他说。

孙小平视 1990年为自己生命的春天，回首自
己的自考之路，他感慨地说，成功没有什么秘诀，想
成功就要脚踏实地，“一个成熟的人必须自律，自考
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学会管理自己、管理时间，
然后心无旁骛、雷打不动地去努力。心有所信，善
用所学，脚踏实地，方能行远。”

孙小平孙小平：：一条自考路踏出一条自考路踏出““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
■本报记者 汪舒蕾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动画片
《中华小当家》，他们吃到美食时
幸福的神情，永远印在我的脑海
里。”周若涵从小就待在从事后
勤工作的父亲身边，常常接触到
厨房事务。他的内心从此埋下
一颗烹饪的种子。初中毕业后，
周若涵选择就读南京商业学校
的烹饪专业，那颗烹饪的种子开
始萌芽。“民以食为天，对我而
言，烹饪不只是简单地做饭，它
是幸福的传递，也是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传承。”周若涵说。

中专毕业后，周若涵进入南
京旅游职业学院学习。临近毕
业，周若涵陷入了困惑，是选择
就业还是继续读书呢？老师为
他指明了方向：“有学上，为什么
不去呢？”是啊，“谁说厨子没有
文化”！于是，周若涵决定报考
南京师范大学的自考旅游管理
专业，开始学习17门课程。

2018年 7月，周若涵加入了
学校组织的集中学习班。白
天，他跟随老师的节奏学习，晚
上回到宿舍，他抓紧时间复习。

“我对旅游管理的内容并不了
解，对我而言，这是跨学科的学
习，时间紧任务重，要在短时间
内把 17门课啃下来，这实在是
一块硬骨头。”周若涵说。2019
年初，周若涵要进行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的训练，这让他
不得不放弃学校的集中学习。

“那时候，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
间熬夜学习。我必须通过自学
考试。”周若涵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周若涵
最终顺利通过考试，获得南京师
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自考本科
毕业证书。在他看来，自学过程

“压”出了他的潜力，“但要想走
得更远，我还要学得更多”。

毕业后，周若涵进入金陵饭
店实习。在金陵饭店，周若涵将
自己创新的菜品带给五湖四海
的客人。他在传统的清炖鱼圆
中，辅以蟹黄的馅心，配上富含
营养的南瓜高汤，让客人感受浓
浓的江南水乡情。“用耐心、专
注、坚持的品质和精益求精的精
神制作美食，这些都是自学考试
教会我的。”周若涵还代表金陵
饭店参加“金陵菜”主题厨艺大
赛，取得第八名的好成绩，成为
最年轻的“金陵十大名厨”。

在别人看来，做一名行政总厨是周若涵最好的职
业规划，可他却放弃金陵饭店的工作，选择成为南京旅
游职业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我想要帮助像我一样的
烹饪学子不断精进，让我们的中华美食文化传承下
去。”周若涵说，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深刻意识到，烹饪
不能只停留在学习“厨艺”上，还要培育工匠精神，传承
美食文化。

授课前，周若涵会先将所学的主要内容告知学生，
让学生提前准备。以最基本的炒土豆丝为例，学生们
要在课前自主学习土豆的历史和文化，结合自己的家
乡特色，探索自己与这道菜的渊源，百菜百味，主动地
贴近美食，才能做出独特的味道。从教两年多的时间
里，周若涵已经带领3名学生获得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烹饪赛项中职组一等奖，学生也被保送至扬州大
学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继续学习。“学生能获得更好的
发展，这是最令我欣慰的事。”周若涵说。

谈及未来的职业发展，周若涵说出了他的理想：
“一手牵着教育，一手牵着行业。”从教时，他希望能帮
助每一位学生精进厨艺；在烹饪行业，他希望自己能不
断创造新颖美味的菜品，还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
美食的魅力。前不久，学院开设了素食制作技艺“老字
号”振兴与旅游融合发展研修班，周若涵作为教师参加
研修会，将素食制作技艺及文化教授给25名学员。

学无止境，在自考过程中培养的学习习惯和终身
学习的理念将伴随周若涵的一生。“将来，我会继续学
习、精进我的技艺，将中华美食文化的底蕴传授给学
生，与他们一起将兼具口感与风情的美食呈现给每一
位客人。”周若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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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自学考试，我不会成为
一名高中老师，更不会教出这么多优
秀的学生。”提起自学考试，周建文非
常感慨。25年前，周建文踏入南京师
范大学，顺利通过答辩，取得了汉语言
文学专业的自考本科毕业证书。那一
刻，周建文为这四年的努力终于有了
收获而感到高兴，这一张证书也成为
他事业的敲门砖。从此，他的人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2年，中师毕业的周建文来
到里下河地区的一所村小——泰县
沈高乡冯庄小学，正式走上教坛。
未满 18岁的他，刚到学校就接下了
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包班教
学。“从语文、数学、英语到音乐、美
术，班级的所有科目都由我完成，我
每天都在上课和备课中交替度过。”
周建文说。

渐渐地，周建文发现自己虽然什
么都教，但都“只懂一点点”。此后，小
学学制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新的问
题产生了，由四年级直接升到六年级
的学生怎么办呢？学校再次将重任交
给了周建文，然而这个班级学生的学
习成绩并不理想。周建文开始反思：

“作为老师，我得让自己的知识越来越
丰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周建文暗
自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学考试来
改变现状。

1994年，周建文开始了艰难的备
考之路。经过考虑后，周建文选择了
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英语基础薄
弱，他只能用 3门其他科目替代英语
科目，这样共要通过 20余门考试。“自
学并不容易，记得《语言学概论》里要
学习张口音闭口音、清音浊音，我反复
阅读书上的图文，猜测发音方式。我
琢磨着，把书钻研透了，肯定能学会。”
周建文说。

为了能通过考试，周建文过上了早出晚归的生活。清
晨 6点，他便来到学校，开始忙碌的一天，备课、授课、批改
作业，白天的时间全部都交给了学生。即使考试压力很大，
时间紧张，他也没有减少对学生的关注。结束工作后，周建
文才投入学习中。彼时，他身边的朋友里，有些准备考公务
员，有些尝试经商，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对“没太大
用处”的自学考试如此用心？“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得
有一桶水。”这是周建文给出的回答，获取知识、教好孩子就
是他心中最纯粹、朴素的愿望。

周建文找到了一位同样在准备自学考试的朋友，他们
常常相约见面，一起讨论备考方式，研究如何列框架、划重
点。朋友住在距离很远的白马镇，单是从学校去朋友家，周
建文就要骑两三个小时自行车。“那时我还年轻，有使不完
的力气。”周建文笑着说。

幸运与努力常伴，周建文和朋友最终都如愿通过所有
科目，周建文的机遇很快到来。2001年，随着小学学制改
革，初中扩招学生，急缺教师，而初中教师需要大专学历，周
建文就此被引进到江苏省姜堰市第二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2006年，周建文又凭借自考本科学历进入了江苏省姜堰中
学，一直工作至今。

进入省姜堰中学后，周建文持续在教学岗位上发光发
热。他连续 10年担任高三年级语文教师，培养了一大批考
取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周建文先后获得江苏省教育
系统先进个人、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主持人、江苏省教科研工
作先进个人、泰州市首批特级教师、泰州市卓越教师培养工
程培养对象、泰州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等荣誉，并顺利成
长为“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最好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周建文认为，自学考试带
给他的是自律的品质和自学的能力，在自学考试中磨炼出
的顽强意志始终支撑着他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通过自
学考试，周建文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梦，也兑现了初入教坛时
立下的誓言：要给学生更优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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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从一名普通的护士，成长为一名护士

长，再到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大内科护士长陶连珊实现
了人生的“三级跳”。工作中，她将所学知识
付诸实践，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扎实的基本功践
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在陶连
珊看来，不管是专业上的发展，还是事业上
的成功，都与她的3次自考经历密不可分。

1989年，从南医附院卫校毕业的陶连珊
参加了工作。然而在工作时，她发现学校所
学的知识已不能满足临床护理的需要，加之
医学行业终身学习的要求，自己的中专文凭
并不足以支撑今后的发展。“我是 1992年报
考的自考护理专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
遇，也是一个挑战。”陶连珊说。

护理自考的范围很广，涵盖内科、外科、
妇科、儿科等多个领域，有些知识点很难把
握，而护理人员平时工作量很大，只能挤出
时间来看书。但经过 3年的努力学习，陶连
珊顺利通过了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

2000年开设护理自考本科时，陶连珊已
有一个 3岁的女儿。她的爱人是医生，工作
也非常辛苦，因此陶连珊既要工作，又要料
理家务、照顾孩子，但还是坚持参加自考，并
于 2002年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2012年，42
岁的陶连珊已晋升正高，但为了提升自我，
她选择参加医学护理本科自考，取得了优秀
成绩，其中英语就考了 98分（满分 100分），
并于2015年获得学士学位。

自学考试的内容理论和实践并重，学习
过程中，学到的知识能很快应用到护理实践
中，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加深了陶连

珊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理解。
工作以来，陶连珊先后担任南京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ICU、呼吸科护士
长。凭借着全面的护理知识，2020年，她作
为江苏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驰援武汉抗
疫，在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担任江苏援
湖北医疗一队的护理组组长，克服重重困
难，帮助当地医院建立起规范的新冠防护和
护理流程。

2021年 7月，南京江宁禄口机场出现疫
情，陶连珊又主动请缨，带领 22名护士来到
栖霞区的 9个隔离点进行抗疫。因表现突
出，她先后被授予江苏首批“最美医护工作
者”“最美巾帼奋斗者”“全国抗疫三八红旗
手”称号，被省政府记功，并于 2022年获南京
市“十佳护士”称号。

陶连珊在本职工作外，还承担了教学任
务。由于她专业知识扎实，具备较强的教学
能力，因此在 2000年刚获得主管护师资格
时，就接手了南京卫生学校的内科护理学和
健康评估的理论授课工作。2007年至 2015
年，陶连珊全面负责南京医科大学内科护理
学的理论教学工作 .在临床教学方面，她认
真严谨，任教期间没有发生一起教学事故。

2013年，陶连珊被聘为南京医科大学硕
士研究生导师，2016年获得南京医科大学
PBL导师资格，承担南京医科大学临床系、儿
科系和口腔系学生的 PBL授课任务，2020年
晋升为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

陶连珊说，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得益
于组织的培养，也离不开自学考试护理专业
打下的坚实基础，“是自考成就了我，有了扎
实的知识积累，我才能用护理技术专长为国
家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陶连珊陶连珊：：在自考中在自考中
实现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王小亮

“同事喊我吃饭喝酒我‘百般推辞’，同学喊
我逛街打牌我‘充耳不闻’……”28年前，还是徐
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一名普通技术
员的何岗，开启了他为期 6年的自学考试时光。
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复习备考上，
最终顺利取得自考专科和本科的文凭，也养成了
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如今，何岗已是江苏徐矿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安全监察部经理、研究员级
高工。工作 29年，他通过坚持不懈的自主学习成
就了不凡的工作业绩。

时间回到 1994年 7月，何岗从辽宁阜新煤炭
工业学校煤矿火工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徐州矿
务集团三河尖煤矿。初到煤矿，何岗感觉到自己
的知识层次和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工作所需，而周
围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多是本科、专科学历，他便
萌发了学习知识、提升学历的想法。“当时自学考
试方兴未艾，我也才 20岁，是学习的好时光。
1995年初，我就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何岗说
道，由于当时的自学考试没有煤矿相关专业，他
就报考了当时的热门专业——市场营销，从此走
上了自考之路。

在天光未亮时，何岗就站在屋外背书，晚上
熄灯后，他就在宿舍里打着手电筒苦读。为了保

质保量完成学习任务，何岗给自己定下了学习目
标和学习计划，每日事每日毕，绝不拖延。

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苦乐之中也结出了丰
硕成果。1995年 4月，何岗第一次参加自学考试，
他报考的两门课全部通过。在 1995年到 1997年
的 3年时间里，何岗陆续通过了市场营销专科专
业的全部 14门课程，并于 1997年 12月获得了南
京经济学院（现南京财经大学）和江苏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委员会联合颁发的市场营销专科毕
业证书。

自考专科毕业了，是否就停在这里呢？20世
纪 90年代的煤炭行业低潮期冲击了何岗的心灵。

“继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自考本科，不能停息！”
何岗立下誓言。2000年 4月，他开始了自考经济
管理本科的学习。天道酬勤，何岗每次报考的课
程都能通过，难度最大的高等数学课程更是得到
了 80多分的高分，他也把每一门课程的自考通过
作为自己最大的乐趣。经过三年的学习，何岗于
2002年 12月通过了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全部课程
的考试，取得了南京大学和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委员会联合颁发的经济管理本科毕业证书。

“6年的自考历程，是我人生最艰辛、最丰富、
最值得回味的时光。自考让我享受到学习的喜

悦，让我找到学习的激情。”自学考试让何岗始终
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收获知识的同时也收获了
自信和毅力。“这一切都要感谢江苏省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很难圆成大学
梦，也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回望走过的自考路，
何岗感慨道。

何岗自学的脚步还在前进。2005年至 2007
年，他参加了中国矿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学习，
获得了硕士专业学位；2008年至2011年，他又参加
了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学习，取得了本科毕
业证书。至此，何岗通过自考和函授等形式的学
习，取得了一个专科、两个本科和一个硕士学位。

身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何岗工作 29年来，参
加科研项目 29项，发表论文近 30篇，参与编写专
著 3部，取得专利 16项，范围包括煤矿安全规程、
煤炭行业冲击地压测定、煤矿事故监测与防治方
法等，涉及煤矿安全的方方面面。他也从三河尖
煤矿一名普通技术员一路成长为该煤矿科长、高
级工程师，直至现在的集团安全监察部经理、研
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对于尚在或准备参加自学考试的同学，何岗
说道：“只要你会学习，无论做什么你都能胜任，
这就是自学考试教给我最重要的一课。”

何岗何岗：：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做一个终身学习者
■本报记者 糜晏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