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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录取工作刚结束不久，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新一轮考研热

浪再次席卷大学校园欲参加明年考研的莘莘学子已经开始“

磨刀蹭枪”。然而，漫漫考研路，除了风雨兼程，更要切忌

闯入误区。 第一大误区：准备时间越长越好 在大学校园里，

从来就不乏这样一群人：他们信念坚定：一定要考上研究生

！因此这些同学早早地就开始准备，从一开始进入大三，大

二甚至于大一就开始未雨绸缪了。他们认为，考研准备越早

，时间越长，胜算也就越大。其实，就笔者及周围人的切身

体验证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准备时间过长，既容易

过早进入疲劳期，又不利于知识的扩充。充分、高效的考研

复习与准备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正所谓“效率就

是生命”，在最短的时间里高效率地完成学习任务，这也是

学习能力的一种体现。相反，长时间的准备会导致过早地进

入疲劳期，而到了考前的11月、12月份，若正处于疲劳期或

恢复期，那么之前的努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另一方面，有些

同学准备得过早是想在指定的教材上多花些工夫，从而比别

人领先一步。但是，这种花大量的时间“全神贯注”于几本

教材的做法，实质上是被动地为考试而学习的应试教育的体

现，限制了学习视野，不利于新知识的扩充；而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考查的不仅有专业知识的深度，更有综合知识的广

度，所以仅仅是早早地把指定教材研读得滚瓜烂熟是远远不

够的。 开始准备得过早，对于有的科目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和专业课的复习备考上。政治考试大纲

每年都会有变化，不管是命题方向、命题重点还是热点、难

点问题，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且更不用说时事题了。专业

课是报考学校自主命题，主观性和变动性也比较大，不但每

个导师的命题风格不易把握，就是同一个导师的主攻方向、

研究热点每年也不尽相同。对于这些科目的备考，只有抓住

最新的动态，适时加以研究才能事半功倍；反之，若是打持

久战，就会造成人力、财力以及时间的浪费，结果只能是事

倍功半，甚至是做无用功。笔者的一位同学从大二开始就花

大量时间复习某师范大学的专业课，结果两年后连指定教材

都换了，她只好从头再来。 由此可见，考研准备并非越早越

好，关键是平时自身能力的培养以及知识的积累，同时根据

不同学科的性质合理安排复习备考，一般在大三暑假进入初

步准备和整体规划阶段即可。当然，对于跨专业考研的同学

就应另当别论了。 第二大误区：考研辅导班多多益善 时下，

各类名目繁多的考研辅导班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从。这些

辅导班个个都有强化班、冲刺班、点题班，个个都说自己请

的是名师，命中率高达90%以上。于是，有的同学茫然了，

最后索性一口气报了四五个，这个辅导班报政治，那个辅导

班报数学，报了强化班又报冲刺班，心想：反正有益无害，

多多益善，不就是多花点钱吗？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辅导班

真的是报得越多越好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辅导班

报太多容易导致体力不支，影响整体复习进程。现在的各类

考研辅导班一般每年暑假开课，在坐着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

大礼堂里，从早上七八点到下午六七点进行不间断的强化训

练。而你必须在早上五六点就起床赶往指定地点，在十多个



小时的紧张培训后，相信你已是头晕脑涨，全身无力，更不

要说是同时报几个辅导班了。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体力不

支，影响整个复习进程。 其次，辅导班报得太多容易产生依

赖心理，反而不利于知识的吸收。如有的同学报了政治的全

程辅导班就以为政治不用费心去学了，把老师讲的背背就行

了，从而忽视了对知识整体全面的把握以及在细节上的查漏

补缺。另一方面，上了过多的辅导班，容易缺少独立思考的

空间和时间，成为一台一味被动接收、记忆的机器，不利于

知识的真正吸收和掌握。 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上辅导班

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切要以自己的扎实准备为基点，报班

只是在复习过程中的一种补充，对所学知识的一种巩固提高

，起一种答疑解惑，提炼重点、难点的作用。那种认为辅导

班是万能钥匙，报得越多越好的想法是思想认识上的一种误

区。 第三大误区：厚此薄彼，只抓“重点” 在考研一族中，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我什么都不怕，就是一学英

语头就痛！我打算这几个月专攻英语，我就不信拿不下它！

”“我觉得政治最简单，不就是上上辅导班，到时候把重点

背背就行了。关键是数学，我想我要花绝大部分时间在它上

面才行！” 据笔者了解，在考研一族中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

少数，他们“怕”某一科，或轻视某一科，厚此薄彼，把大

部分精力放在自己认为的“重点”上，以为这样才是制胜的

良策这是在考研复习备考过程中必须谨防的又一误区。 要走

出这个误区，我们必须明确三点： 第一，4-1=0这个定律不仅

适用于高考，对于研究生入学考试同样有效，4门学科偏废任

何一门都将功亏一篑，并且对于考研来说，总分和各学科均

要求过线（国家或所报考学校划定的录取分数线）的录取标



准，使得这个公式更具严谨性和说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

任何一门学科都轻视不得，它们的地位同等重要。笔者身边

总不乏过来人这样惋叹：“唉，我的总分过线了，就政治差

两分！”这类在复习备考过程中由于厚此薄彼而造成的悲剧

可以说是年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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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