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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5_E5_9C_A8_E6_c73_172775.htm 很多人都觉得政治

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只要下点苦功多背一点就可以了，实际

上对考研政治的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 对于时事政治，

可以将其分散于平时的时间。如可以在看书累了的时候看看

报纸，一来可以当作消遣，二来又了解了时事。再到冲刺的

时候系统地学一学，把握一下重点，留意容易干扰的地方以

及最后考研班的信息，这是关键。 考研的政治理论不光是考

记忆力，考背功，还要考理解，考运用理论知识、理论方法

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后者甚至更重要。近年来，政

治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动手不要太晚

了。 重视理解运用，切忌死记硬背；注重基础，把握原理；

保持良好心态，切忌焦躁不安！ 2004年参加考研的每一个人

，恐怕都会对政治试题感到震惊，今年的政治试题出现了往

年少有的灵活性，如果仅靠最后押题而死记硬背的话，肯定

会束手无策。本人参加了两次考研，每次的政治考试成绩都

非常理想，对政治复习有一些心得，在此写下来，希望能够

对大家的复习有所帮助。 很多人都觉得政治是死记硬背的东

西，只要下点苦功多背一点就可以了，实际上对考研政治的

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不可否认，政治复习有一些需要

记忆的地方，但是单纯靠死记硬背要消耗大量的宝贵时间，

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考研时间而言，显得过于浪费。而且近几

年来政治试题呈现越来越灵活的趋势，死记硬背根本就行不

通。其实学习政治也有自己的方法，政治作为一门考试科目



，它的知识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只要掌握了这些特点，那

么政治复习就能够得心应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政治中

的马哲与政经是内容比较活的一部分，通常着重于理解，而

不是记忆，因此在复习过程中要体现出这种特点，把其中的

主要原理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静下心来，仔细琢磨这些原

理所表达的意思，慢慢地就会发现，它们真的可以用来解释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当学会用哲学原理分析一些问题或

用政经的基本理论来解释一些经济问题的时候，这些原理自

然而然就懂了，而且也知道该怎么用了。这样一来，对政治

的复习肯定会信心大增。靠死记硬背是根本不会有这种体会

的。其实想想看也是，马哲和政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

论支柱，如果只是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又怎会有生命力呢

？没有生命力，这些理论还能长久地被人们视为理论吗？所

以在复习这一部分时，千万不要大段大段地记忆，而应着重

于理解这些基本理论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看一些题目的解答

来培养自己用这些理论去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才是

最重要的。 毛泽东思想概论是从革命史改过来的，但革命史

部分不是重点。这一部分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过程中，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对中国各阶级及其革

命性的分析、革命路线、统战策略、军队建设方针以及党建

；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主要是中共八大和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论述。这部分内容有很多容易混

淆的地方，必须加以掌握，这是复习的关键，如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是革命的动力等等。这部分

内容多见于多选题和辨析题。 邓小平理论是内容最丰富的，

也最有时代气息的，但同时又很难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



来把握。这一部分单纯靠记忆肯定是不行的，但一些基本的

知识点必须记住，同时它又不像马哲理论本身那样具有深刻

的内涵，其中很多地方是马哲在现实中的体现，内容多且显

得零碎，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去整体把握。这一部分在考研

中的题目多跟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有关联，而且多集中于

大题上，如今年考研试题中的三农问题、海湾战争和伊拉克

战争等等。在掌握基本知识点的基础上，可以多看看例题的

解答，把握一些问题的答法与思路，主要是能够把要点答出

来。以国际新秩序问题为例，要能够掌握解决美国关于国际

新秩序的主张以及实质、中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国际

关系建立在何种基础上才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掌握了这

些，那么考试时可以作到有的放矢了，不至于无从下手。 对

于时事政治，可以将其分散于平时的时间。如可以在看书累

了的时候看看报纸，一来可以当作消遣，二来又了解了时事

。再到冲刺的时候系统地学一学，把握一下重点，留意容易

干扰的地方以及最后考研班的信息，这是关键。 接着说一下

政治复习的进程安排。考研的政治理论不光是考记忆力，考

背功，还要考理解，考运用理论知识、理论方法分析和解释

现实问题的能力，后者甚至更重要。近年来，政治理论的理

解与运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动手不要太晚了。如果在

此之前没有接触过政治，8月中旬是比较合适的时间，也没有

必要看得太早。在开学之前要能够粗看一遍，做一做每一章

节后面的习题，有心得的地方标记一下。9月份到10月份应该

仔细地看一遍，把其中的主要知识点都弄清楚，侧重于理解

和运用，并在理解和运用的基础上加以记忆。从考研复习的

总体安排来看，这两个月政治不是复习的重点，也就是说不



要花太多的时间，能够看一遍足矣，重心应该放在其它课程

的复习上。这个安排策略很重要，因为等到了研究生报考的

时候，才可以买到习题集，在这之前在政治上过多地花费时

间会使其它课程的复习时间不够，这样不值得。有了习题集

后，对政治的复习就要加重一些了，习题集也不要太多，一

本就够了。我在做任何一门的题目以前通常都会先将这部分

的基本理论内容先看看，因为我始终相信基础才是最重要的

，打好基础实际上等于做了比直接做题多了好几倍的题目。

对于选择题，我都把答案写在草稿纸上，不在试题上勾答案

，这样一来，下次再做的时候，就不会受上次做题的影响了

。对于辨析、分析等题型，当时我都看了n遍，做这些题不在

于记住，而在于学会解题的方法，把握这类问题的答题要点

。做完这些，时间也差不多到了12月下旬。系统复习一下时

事政治，这时候市面上会有各种政治考试热点分析的书，买

一本仔细看看，记忆一下答题要点。最后上一个考试前几天

的政治冲刺班，听一听那些所谓的辅导专家的点评，回头加

以整理，就等着参加考试了。 下面说说政治考研辅导班。考

研辅导班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因素，关键还是个人的努力，

它们两者的关系就如外因与内因的辨证关系。其实，考研辅

导班（如复习班与秋季班）上的很多内容都是书本上的，这

些只要你平时认认真真地看书，不上辅导班也可以。不过，

最好还是上考试前几天的冲刺班，这类班讲的主要是考试押

题了，并不是说押题一定准，主要是通过这个班可以帮助自

己了解考试热点和一些自己可能忽略的地方，做到心中有数

。当然，到底是否要上辅导班因人而异，如果你实在是觉得

没有把握，而且经济条件又许可的话，你也可以上复习班或



秋季班之类的。本人觉得不要对辅导班抱以过高的希望，关

键还是靠自己，我就只上了考试前几天的冲刺班。 关于政治

辅导书。政治辅导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了，但是随着考研

形势的变化，市场上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考研复习资料，让每

一个考生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如何对待这些名目繁多

的复习资料，这是一个令考生十分困惑的问题。其实，综合

性的复习资料可能在编写体例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内容

上却是大同小异。因为这些资料在编写时基本上都是按照考

研大纲的要求来进行的，知识点都会有。因此，只要选上一

本这样的资料并认真吃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贪多。另外

，有些考生看到“背诵版”就想去买，这也是不必要的，所

谓的“背诵版”也就是将自己书上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重新列

出来而已，何必浪费钱呢？本人的政治辅导书就一本教材，

一本习题集和一本时事政治，别的什么都没有，考试的时候

照样得高分。 复习心态。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考

生在面对考研严峻的挑战时，难免会感到心理紧张，压力很

大，更何况政治又是很多考生畏惧的科目。因此，在复习中

，调适心理，保持健康的心态，就显得攸关重要。政治复习

一定要戒烦戒燥，坚持到底，即使你有时候对政治郁闷得要

死，你也不要对它产生厌烦心理，这东西一旦产生了，很可

能对你今后的复习不利。我政治复习的时候一般都安排在晚

上，慢慢地看上3-4个小时，看累了就回宿舍睡觉。即使有点

烦躁，到了第二天也就变得没事了，可以继续复习而不受前

一天的影响。 总结一下政治复习，也就是：重视理解运用，

切忌死记硬背；注重基础，把握原理；保持良好心态，切忌

焦躁不安！ 作者小传 出生于鄂东南的一个山城，自幼性格顽



劣，上学后邪气渐敛，在知识的熏陶下性格大有改观，逐步

变得勤奋好学，参加过各级竞赛。考上大学后，形势急剧恶

化，在逆境中苦苦挣扎，最艰难的时候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凭着一股韧劲，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从此开始奋发图强，立

志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如愿以偿。最欣赏的一句话是：走过去，前面是一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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