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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无疑能事半功倍，节约

很多时间。在采访研究生的过程中，经常叹服于他们总结的

很有意思的学习方法，真是都是有心人。 文科的学习不外乎

记忆和理解，要求再高一些的话，就是在此基础上能有一些

自己的看法，观点。 记忆是文科学习的基础，是否学好的一

个重要标志就是看你是否记得牢，记得全，记得细。记忆的

方法常见的有：网络式复习。考研复习冲刺的时间往往只有

几个月，而要看要背的书可能有7 、8本甚至十几本，而且有

的考试还比较细碎、全面，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面对这种情

况，有人采取“网络式”复习法，即采用篇、章、节、标题

、要点五个层次对教材进行梳理和编织记忆网络。最后做到

脱离课本时只看大的篇，以篇想章，以章想节，以节想标题

，以标题想要点。这样做，不仅记得仔细，对跨章节组织论

述题的回答也十分有利。 提高“回头率”。因为考研过程中

接触的知识很多，很多东西印象非常浅，看完一遍之后在脑

中几乎不留任何痕迹。为了防止遗忘，就要采用了提高“回

头率”的方法，即看完一节、一章、一部分之后，再回头扫

视一遍，这样知识得到了系统和巩固，效果很好。 “空想法

”。所谓空想法就是不看课本回想看过的内容；或看课本的

大纲填充细节。这种复习方法同盯着课本死记硬背相比，所

用时间更少，但是却更容易找到记忆中的“盲点”。在回忆

难以为继时，翻开课本，那么这一段知识对神经元的刺激非



常强烈，因而也就容易刻入脑中。 文科中的事实和理论都需

要记忆，而对理论的记忆和背诵，没有理解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同学的总结，理解时必须：能“从点到面”：“记重点

，析难点”；看书时能“钻进去，跳出来”：“能画出知识

结构的树形图在胸中”；最重要的，理解要达到“融会贯通

”的程度。 树形图。在复习时，可以在每门考试科目众多的

参考书中选出一本较有代表性的教材，通读全书后，理出该

领域研究的主要线索。如：该学科领域研究涉及到哪几大方

面的问题？每一个大问题下又涉及到哪些主要内容？每一个

内容中关键的知识点是什么？等等。依据这些问题，可以画

一个树型图，帮助你理解“树干”与“树枝”、“枝叶”等

的内在关系。然后，依据这一树型图，再参考其它书目，对

这一图式做一步步的充实完善，使得树型图更加完满。这样

，通过这一“制图”过程，就会使你自己对于这一学科研究

的整体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这一图式对最后

“冲刺阶段”的复习也能够起到帮助你理清脉络、迅速回忆

起细节的作用。 融会贯通。考研的考题大体有两种类型，一

种是认知性质的考题，另一种是理解与应用型的，而且以后

一种居多。因此，同学们在复习时绝不能死记硬背条条框框

，而应该能够力透纸背，看清它背后所包含的东西，并且加

以灵活运用。所以在复习时，首先要把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弄懂，其次要把它们串起来，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思维和

理解。 由于专业的各门功课之间有着内在的相关性，如果能

够做到融会贯通，无论对于理解还是记忆，都有事半功倍的

效果。贯穿记忆、理解、形成自己看法，整个过程的两种具

体方法是做笔记和给自己出自测题。 做笔记。由于专业课内



容复杂、知识点较多，而且各个章节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因此复习专业课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先将教

材精读两遍（精读的速度不宜太快，否则会有遗漏，大约1 

小时15－20页的速度最好），然后抛开书本，将书本中的知

识点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整理成精悍的笔记，然后再翻其

它参考书，将新的知识点补上。 自测题。专业课要学会自己

总结、设计题目。有些名词解释，可能书上没有明确，你可

在准备时自己总结一下并写在书上后牢记；有些简答题、比

较题，书上可能比较散，你可以集中归纳。在可能的论述题

的地方，你可根据内容，自己先设计题，然后试着作答，最

后自己对照书判分评作出总结。 在复习中争取每一节都给自

己出一个题目，然后用最经济和合理的体系将它做出一份答

案，有时是对每一章内容提问，这样一方面可以揣摸出题的

内容，另一方面还可以训练自己答题的逻辑性。 因为考试的

时候答题量很大，平时应该有意识的训练一下自己的笔杆子

，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自己给自己出一道题，然后尽可能的

象在考试一样有条理、有内容的写出一份“答卷”来。这样

在考试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笔头发涩了。 在充分掌握基本知识

的基础上，整理出几个重要问题的论述并非是投机取巧的权

宜之计，甚至猜一猜题也并非坏事，而是一种主动应战的举

措，身怀几件利器，到考场若能碰上现成或类似的题目，到

时倾囊而出，岂不快哉？即使碰不上，也锻炼了自己分析和

表述问题的能力，总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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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