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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0日举行，考研复习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或功成名

就，或功亏一篑，有时只在一念之间。面对考研的最后时刻

，一个积极的心态，一个详细合理的计划，一个健康的生活

习惯，一定会为你的考试成功添加砝码。 让自己变成“单细

胞生物”来源：考试大 很多考生越临近考试，越会觉得紧张

。适度的紧张并没有坏处，如果因为紧张而胡思乱想，则对

考试有百害而无一利。 来源：考试大 “不要想考不上怎么办

，想了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2006年第二次参加考研的李

行最终考取了北京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李行回忆第一次

考试的失利：最后关头总是失眠，想着考不上怎么办，找工

作怎么办，对心理影响非常大。“其实想这些问题只会使自

己压力更大”，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这段时间该怎么办。 李

行认为考生应该把全部思绪集中到考试上，尽可能变成一个

“单细胞生物”，想得太多只会影响自己的情绪。不要总关

注别人看了几本书，做了几遍题，准确率有多高。通常，每

个人的复习都会有一套计划，要尽量将眼光停留到自己该做

的事情上面。 乐观面对永远也不够用的时间 复习到最后，无

论是准备充分的同学还是确实复习时间很紧张的同学，大多

都会感到时间不够用，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看，有很多内容看

过又忘记了。所有成功的过来人都曾面对这一困境。但要明

白，考研知识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如果要准备充足，相

信会有很多可以深挖或扩展的东西，因此，复习充分只是一



个相对的状态。 来源：考试大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读研究

生一年级的李鹏谈到当时的心情是“总想考研时间再推迟一

个月”，但“如果真的推迟一个月呢，肯定还会有很多东西

没有看。” 来源：考试大 参加一个选拔性质的考试，“我又

不是要考满分”，你可以这样给自己以信心，每一次发现问

题，意味着又向前进了一步。不要过于担心自己是否少看漏

看某些重点。考研复习是一个漫长的日积月累的过程，要相

信长期复习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效果。所谓重点，也只是个

概率问题，“考完会发现，自以为的重点往往并没有考到”

。 来源：考试大 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自己做不到，别人也

一样。大家都面临一样的境况，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还有很多

没有看而乱了阵脚。 来源：考试大 这样的自我解压是必须的

，悲观的情绪还是充满希望的态度，决定了最后冲刺阶段的

复习效果，既然10天以后考试不可避免地要来到，为什么不

选择平和地去面对，哪怕让自己阿Q一下，在赴考时保持轻

松、自信，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呢？ 抓重点攻薄弱，各门功

课温故知新 对于一个大型的考试，我们要在战略上轻视它，

更要在战术上重视它。 考研是对平时积累的考查，但临阵磨

刀不快也光，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会有不同的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10天的宝贵时间，要有一个细致的计划

，把握好复习的节奏，有舍有取。总的来说不能再鼻子眉毛

一把抓，一定要抓重点，针对不同科目应有不同策略。细化

到每一门课程，往往都离不开“温故知新”这几个字。 来源

：考试大 政治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相关

知识点的背诵。重点关注一下新增的知识点，再看一遍真题

，不仅是因为真题有可能重复，更重要的是帮助你重温复习



的重点。此时会出版大量的政治资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不需要贪多。 来源：考试大 北京理工大学2006级研究生李

行回顾自己两次参加政治考试的经历，认为考研资料不可缺

少，但不是越多越好，冲刺班也很难说“谁押题押得比较准

”，但大致的热点范围不会错。“老师们毕竟做了十来年的

考研辅导，方向把握得比较准”，李行说，“但是具体到什

么考试点，从什么角度去考，肯定是押不中的”，考生应该

做的是结合重点翻阅自己复习参考书，从各个方面研究全，

把知识点分析透，“千万不要背一遍就行了”。 外语成绩不

是靠临时突击就能提高的，但正如逆水行舟，有几天没接触

，答题效果会变化很大。“外语这个东西，天天看不会觉得

自己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一天不看，它就会给你颜色瞧瞧，

一个礼拜不看，你会明显感觉自己的语感下降了”，2006年

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景颖介绍自己当时的英语复习安排，

是每天不管多忙，都稍微看一会儿，保持一种语感，绝对不

能放手。还有作文，已有的大量作文模板千万别抄，“可以

把四五篇作文攒成一篇自己独有的模板，能感觉到是自己写

的，但是语句要非常好”。 来源：考试大 景颖建议复习英语

时将主要精力放到历年真题上，只有真题是最接近考题的，

并且经过众多专家筛选。另外，自己曾经错过的题依然可能

是自己的薄弱环节。 来源：考试大 数学对于理工科的学生，

应该是考得最多的一门课程。到了这个阶段，考生应该已经

做了不少题了，再做题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再追求生题，把

以前做过的题好好复习一下，重点是做错的题。 “把基本知

识点复习一遍是最好的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研

究生小刘反复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再系统翻一遍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3本教材，花不了太多时间，

却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自己可以将头脑中形成的知识框

架，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基本技巧写一遍，同时可以

回忆一下运用到这些基本知识的经典例题，如果能比较清晰

地把这些基本知识点写出来，说明对考研要求的知识体系已

经熟稔于心。如果在回忆这些基本知识点的时候还磕磕碰碰

，应该立刻回到书本，将这些空缺补上，并练习几道例题，

增强自己的认识。 来源：考试大 “当时都没把课本上的题目

认真做一遍，现在想想真是失误啊”，小刘提醒广大考生，

很多人做了不少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模拟题，可能为其中某种

技巧方法欣喜若狂，而没有认识到基本知识点和基本技巧的

真正掌握比做再多的模拟题都有好处，解题过程中最需要的

依然是层层剖析的缜密思维和对最基本问题的把握，模拟题

中过多的难题可能还会在最后关头打击自信心。 来源：考试

大 完成基本知识点梳理后，可以有选择地挑一两套模拟题练

习一下，或者把前几年的真题拿出来再做一遍。这时做题主

要是热身，因此应避免挑选难题、怪题，还是那句话，一切

都要着眼基础。注意模拟做题时限定时间，不要磨磨蹭蹭。 

专业课各有差别，总的来说不能再抓细部了，一定要宏观把

握。在之前的复习中考生应该已经有自己的结构体系，也有

自己认为的难点重点，最后可以在这个结构指导下进行回顾

，注意细节，并对重点难点重复记忆加深印象。回忆自己归

纳的专业课体系，看看自己拟的提纲，在头脑里形成一个清

晰的脉络，翻一翻专业学术期刊，看看近半年学术领域的研

究重点，尤其有针对性地注意所报考学校老师发表的文章。

时效性比较强的文科专业，可以利用网络关注一下近期热点



。 来源：考试大 总之，临考最后阶段要用心做好准备工作，

调理作息，调整心情，进入考试状态。行百里者半九十，按

自己的复习计划坚持到最后，成功就不远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