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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1_94_c73_172922.htm 我的备考攻略首先，分析自己的长短

优劣，制定总体战略目标。每一个想报考mba的人，如果没

有听过新起点的报告会，那在开始复习之前，最好先浏览了

一些往年的考题和复习资料，收集mba联考信息，对考试有

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分析一下对mba联考三科：综合（数学

、逻辑和写作）、英语和管理掌握的程度，制定一个“跳一

跳能够得着”的目标。 以我为例，我1997年从成都科技大学

（今四川大学）毕业，受过四年系统的理工科教育；自幼博

览群书，语文功底扎实；英语基础好，通过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97年开始接触管理知识，曾广泛阅读管理类书籍杂

志，专业基础比较好。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我觉得自己

考mba有相当的优势，成功的几率非常大，因此我给自己制

定了总分300分以上的总体目标，其中数学80分，英语70分，

管理70分，语文逻辑80分。以后的所有努力就是冲着这个目

标去的。对付高考和mba联考我都是用这个方法，结果2003

年mba联考296分，与目标只差四分，可谓屡试不爽。需要注

意的是，制定目标要实事求是，注意扬长补短，各科均衡发

展。 其次，在总体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合理安排各科的复习

。计划是很重要的，但制定计划之前，一定要有正确的复习

战略，而不是一味的花时间。每一步都要有助于实现你的最

终目标，而不是为了做题而做题。以下是对联考各科战略的

分别论述。 综合我的综合考试战略可归纳为八个字：丢车保

帅，保七争三。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要在3个小时



内做出（不是猜出）综合试卷上的每一道题是不可能的。因

为综合考试题量很大，时间很紧，许多考生出于习惯思维，

总想按顺序把所有题目（尤其是数学题）给做出来。其结果

往往是数学花的时间过多，碰到难题纠缠好长时间做不出来

，会做的题没时间做了，逻辑题连猜带蒙，作文写不完，甚

至没有时间涂卡，导致大幅度的扣分。传统上认为的“得数

学者得联考”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考纲突变之后，综合科

的分量剧增，而综合科能否考好，往往是看考生能否正确的

权衡数学、逻辑、语文三个部分，合理分配时间，通观全局

，扬长避短。“丢车保帅”就是说要权衡每道题的难度、所

需时间和分值，做“投入产出分析”，来确定哪些题目先做

、哪些后做、哪些必做、哪些试做、哪些不做。而“保七争

三”的含义就在于，每次考试中，简单和中等难度的题至少

占70%，这70%的分数是一定要稳拿的；在此基础上，那30%

的难题则是能做就做，不会做就猜一个。每门课都能有70分

，总分也有280，绝对算高分了。 数学篇对于数学我没多费心

，基础阶段除了按时上辅导班听课之外，就是挨个做经济数

学基础教材后面的习题。我觉得那套教材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题目质量很高，难度适中，紧扣经济学应用实例，非常适

合备考mba复习使用。我并没有去看其它的复习资料，包括

炒得很凶的“机工版教材”，我压根就没买（可能和自己的

逆反心理有关）；新起点二阶段发的厚厚的数学教材也几乎

没看，但是那三本经济数学基础教材后面的习题以及例题我

至少是做了两遍。我知道自己并不是数学天才，所以从不跟

难题计较，但是那些基本题目和中等难度的题是一定要做熟

的，而且在第一阶段就应该做到。由于去年数学考试方式变



化，我在最后冲刺阶段针对充分型判断和选择题型又进行了

强化训练。用的是机工版出的白皮书模拟试题，反反复复做

了两三遍。刚开始两个小时还做不完，错的也很多，到后来

基本上能在90分钟内完成，正确率也提高不少，基本达到了

自己的要求。后来参加新起点模考时，成绩已经基本稳定

在80分左右。另外新起点的四次模考共七套试题，经陈老师

讲评过以后，又至少做了两遍。之所以这样反刍，就是要训

练自己第一时间找对思路，在熟练计算的基础上，灵活运用

分析、推断、猜测等各种方法，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最佳答案

的能力。 逻辑篇逻辑是我比较擅长的科目，因为逻辑题其实

就是考察一个人的阅读理解能力、周密思考能力和批判思维

能力。复习逻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死记逻辑知识

，但是必须非常注重复习的方法。我觉得复习过程中应该关

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题型对许多传统的逻辑题如削弱

题和加强题，一般人都能一眼看出答案，但是近几年新出现

的几种题型如预设题、推断题、评价题和数字推理题，却有

很强的技巧性，直接凭常识做非常难，而用特别的技巧则能

做的又快又好。这几种题在今后考试中出现的会越来越多。

以考察逆向思维的预设题为例，陈君华老师讲的“否定代入

法”，就是对付预设题的天才方法，没有老师提示一般人是

想不到的。逻辑的每种题型都有自己最简单的解法，熟练掌

握之是提高逻辑解题速度和准确率的最佳方法。 第二：题眼

每一道逻辑题都有自己的“题眼”。也就是题目评论的“靶

子”。“题眼”往往是一个词或短语，如果“题眼”抓错了

，就会出现“想歪了”的现象，选了无关的干扰项或次要项

。所以说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在考察阅读理解能力，对语言敏



感的人看完题干后不但能抓住“题眼”，而且能看出文字背

后的弦外之音或者漏洞，甚至预测到作者会从那些角度设置

题目。做到这一点，逻辑就算成功了一半了。 第三：语言理

解的前提是能够轻松的读懂题目，但是mba考试的逻辑题都

是抄gmat的英文题，翻译的非常别扭，读起来令人头疼，甚

至产生误解，更谈不上深层次理解了。所以一定要多读多做

这样的拗口题，正式考试时就感觉不到译文的障碍了。我

是11月份买了机工版白皮书模拟试题，10套模拟题做完，感

觉顺口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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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