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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0_91_E7_9A_84_E6_c73_111559.htm 一、 引言 在当初复

习的过程中，自认为于考研复习方法有些独到见解。曾暗许

心愿，待到尘埃落定时，也学前人作文以遗后来者。如今便

来还愿，若后来者能有所借鉴，少走弯路，高某不胜高兴之

至。 本文重点在于高效率三字，这也是贯穿全篇之总纲。我

最后的分数确实不算高，但是我复习的效率自认为还是不错

的。如果你希望以较少的时间获得一个相对还可以的分数，

进入理想的大学，本文应当很适合你。当然若有喜欢挑战分

数极限者看看也无坏处，至少可以给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挑

战所谓极限。 二、 信心与恒心 这是一点题外话，但至关重要

，不得不说。信心与恒心都是考研成功的充分条件，缺一不

可。 我们在准备着手复习之前就应当确立信心。其实考研的

科目都不难，只要用心去学，就一定能够学会，完全不用还

没有开始复习就莫名恐惧。随着复习的不断深入，信心应当

不断增长，毕竟会的东西与日俱增。直到考试前夕，我们可

以拍着胸脯说：“我已经掌握了考研80%的内容。剩下那20%

，出于效率的考虑，我放弃了。” 我本人的基础可以说是相

当差了：政治不必说了，大家心知肚明，一般都是零基础。

英语我六级四十几分，四级没考过不知道，刚开始拿来考研

阅读连说的是何物何事都看不出来，完全不知所云。大学四

年我的数学基本都是刚过及格线，微积分还是靠老师赏脸

才60分过关，大学时代唯一的一门不及格重修课也是数学。

但是这些科目到最后我都达到了考研的要求。所以绝对不用



担心自己基础差会学不会，即使所有科目从头捡起也绝非难

事。考研的相对难度整体明显低于高考，若真拿出当年复习

高考的精力来，考研如同游戏一般简单。但这明显不符合我

们高效率的宗旨，毕竟谁都不想再重温当年的黑色生活。既

然是相对容易的考试，我们就应当找到相对轻松的办法对付

。 如果你信心一旦崩塌，自然便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只要有

了信心，就有了恒心的基本保证。恒心说起简单，做起不易

。复习考研确实会让你牺牲一些东西，但是你既然已经选择

了远方，就应当一路风雨，绝不停息。路上一定会有无数困

苦与诱惑，无时无刻考验着你的恒心，但你的目光必须一直

放在前方。当然，复习过程越辛苦、越枯燥，也就越容易崩

溃。因此，我们要尽力进行高效率的复习，让复习的日子不

那么辛苦，也就更容易坚持下去。 三、 如何分配精力 如何进

行高效率的复习呢？简单来说有两条，就是要重视基础、重

视薄弱环节。在从宏观到一直到微观的各个层面少都要格外

注意这“两个重视”。在下面的内容中你会慢慢发现，正是

这“两个重视”保证了我高效率的复习花尽量少的时间，得

尽量高的分数。 从考试的四门课来看，两门100分，两门150

分。可以说每门课都相当重要，每门课都应当投入相当的精

力。忽视任何一门课都是极其错误的。但是精力有限，具体

如何分配呢？有个很简单的原则，你越是困难的，越是烦的

课程，就应当投入越多的精力；相反越是驾轻就熟，题越做

越高兴的，就应当少投入一些精力。道理看似简单，但是偏

偏有很多人正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抱着自己的优势科目不放

，题目做了一本又一本，越做越高兴，自己很有成就感。殊

不知妄图用优势科目的分数去“填”劣势科目是极其不明智



的行为，这样做不是不行，而是效率极低，很不可取。这就

是所谓的“重视薄弱环节”。 对于每一科来说，同样要重视

薄弱环节。对你不熟悉的地方、“害怕”的地方，一定要多

多留意，多多练习。直到把不熟悉变为熟悉，把害怕变为游

刃有余。 另外就是重视基础。考研的难度决定了它难题的数

量极其有限，得基础者得天下。不要去做、去学明显高于考

研难度的题目与资料。课本、考纲以及真题要烂熟。即使是

难题的掌握也绝对不是针对题目去学习，而是一个从基础开

始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提高效

率的关键，后面还会不断提及。基础知识放之四海皆准，而

天下难题则是千奇百怪。基础题是“一”，难题就是“三”

。我们需要的是举一反三，而不是把“三”一个个的学完。 

四、 政治的复习 很多人对政治不以为然，认为政治是一门扯

淡的学科。其实政治是一门很富有逻辑性的学科。前后一脉

相承，相互印证的例子比比皆是。政治课教会你如何认识世

界、分析事物，学好政治对将来的工作生活大有裨益。抱着

这种热情去看政治，效率自然不同。 政治的复习用书推荐高

教的官方资料，以及任意一本习题集（我用的是任汝芬的）

。高教的那本大纲解析还有考试分析要反复用心揣摩。书上

的知识要理解并尽量在生活中应用，多和家人、朋友讨论问

题。一天生活中有太多东西都可以应用政治书上学到的东西

进行分析解释。养成这种习惯之后，你的政治水平就能够不

断的提高，且绝无枯燥之虞。记得我曾经就关于共产党的一

些问题跟一帮人在论坛上大吵两天，最后被封，感觉非常好

。因为那是你在应用你辛苦学到的知识。 政治的习题集推荐

只做选择题部分。习题集中的选择题一般与真题的形式大相



径庭，我们做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命中真题，而是为了再过一

遍所学的知识。只要那一套知识系统烂熟于胸，无论题目千

变万化，我自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做选择题比较省时间，

一天做个几十道很轻松，而大题即使想一遍也要花不少时间

，不符合我们高效率的原则，留到考试的时候去想便是。不

要去理会习题集上的任何分析内容，所有有疑问的题目一律

到大纲解析中去找答案。如果仔细看了大纲解析仍然有题目

难以选择，这道题就可以直接放弃。真正的考试绝对不会出

任何含糊的题目。至于大题只要最后看一看考试分析中给出

的以前真题的参考答案就好了。我看过的所有习题集上的大

题答案都愚蠢之至，一写就是洋洋洒洒好几段，恨不得把课

本上那一章的内容全搬上去，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其实看

了真题参考答案就会发现，参考答案是非常简明清晰而有针

对性的，都是问什么答什么，相关理论一摆，自己一分析就

完。建议仔细揣摩参考答案的切入角度、分析手法以及语言

组织，自己答题的时候就照此办理。不要迷信什么写得越多

越好，与题目无关的东西，写多少也没有用。答大题的感觉

应该是你用你所掌握的知识教对方一件事情，你必须把该事

情从头解释清楚。只要知识点正确，分析合情合理，即使与

参考答案不同一样给分。不用背任何大题答案，不要被最后

满天飞的所谓“押题”所蒙蔽。只要你真正理解掌握了所有

的知识点，无论如何出题，你都能很好的分析。 另外说一点

题外话，政治的考试内容尽管名义上每年都有增删改动，事

实上每年的考试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所谓增删修改的内容即

使你不去管，所出的题目做起来一般也没有问题。毕竟知识

都是相同的，是一个整体。我想说的是政治你大可以找一些



旧书来复习而不必害怕内容过期。 总之，政治的复习一定要

脱离效率最低的“背”。必须逐步上升到“学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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