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2004年考研的一点启示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2/2021_2022__E7_BB_9920

04_E5_B9_B4_c73_172923.htm 很早以前就想写一篇关于考研

的文章，却没有机会，直到今年我查到政治的分数，我才感

到可以和广大考友谈谈我的学习心得。政治理论是摆在考研

路上的一块大石，许多考友都为之头痛，我也曾经如此

。2002年我的政治只有52分，在此后的一年里我选择请教成

功考友和上网和网友交流心得，经过学习和分析别人的方法

，终于小有感悟，今年我考了82分，因此想写一点体会和广

大考友分享。虽然不一定适应于每一位考友，但求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 不论是考研辅导老师或成功考友，在政治理论

的学习上都有一些共识。如果大家觉得罗嗦，可以跳过，但

我不能避而不谈。熟悉政治理论的考友都知道，政治理论的

考试大纲每年都要随党的政策的变化而稍做修正，但大的理

论框架是不变的。在经典的马哲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

础上，加上毛概以及邓论构成了理论框架，可以这么说前三

部分基本不变，邓论却可以与时俱进，体现在党在现阶段的

政策变化。有些考友会产生疑问，每年大纲也修正了马哲或

毛概等理论的考点啊！我们必须注意到所修改之处都与现阶

段党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因此我说邓论是重中之重；只要抓

住新政策和新解释的这个“新”字，考试就可以立于不败之

地。其次我们必须明确考研考政治的目的，现在国家重视素

质教育，因此考试体现在考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我们

学习政治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当前国内和分析国际形势的问

题上。不论你将来读研还是走上工作岗位，都会面临各种实



际问题，你必须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作为保障，因此理论和

实际就成为一对矛盾。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考研书籍中都提

及如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多关心时事，多注意

一些实际问题转化为哲学命题，这些都是那些搞政治的教授

们重点提到的，他们都是从事政治理论工作几十年的学院派

代表，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我们去上他们的辅导课，随便

一个话题他们可以说上半个小时。而我们复习的政治不过一

年，有心人也不过2，3年，在理论上达到他们的水平几乎不

可能；我们还注意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们辅助中央解

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但他们并不是时刻的把理论放在嘴边。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有一点胡涂，我想说明的是既然我们的

理论还达不到教授的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不如研究

员，那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一个平衡点。每个

人的平衡点可能不同：以我举个例子，前年我的复习着重于

后者，因为当时时间较紧，我把教材草草看了一遍，便投身

于模拟题之中。开始做起题来并没有感觉理论的不足，因为

每次做题对答案都是自己完成的，大题没有答到点上背背标

准答案了事。虽然做了几十套题，可到了考场上头脑一片混

浊，答题时只能凭记忆寻找相似题目的答案，自然扣分多多

；去年我把教材看了几遍，特别是理论性强的经典理论都做

到每个知识点牢记，并且能给出一些相关知识点或针对实际

问题的扩充，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考试分析》一书，用一

本辅导教材的树型知识点记忆加上《分析》一书，效果颇佳

；因此2004的考友应该针对自己的情况，看看自己在理论上

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有什么不足，应该找一个平衡点来复

习，不过请记住理论是基础。 我还想对考试的一些技巧做一



点分析。本人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较喜欢数学，大家都知道

统计中的正态分布，有些书籍也提及，考试的考点与试题；

考生的成绩大多可以用一个正态分布来刻画。我们复习时不

能全面均力出击，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根据当年的实

际情况，找出出题概率较大的重点复习；概率较小的一般复

习，这里不得不提到每年所谓的押题，押题在我看来只不过

是辅导者和出题者玩的一个赌博游戏，何况出题者在暗，押

题者在明，对押题总是不利的。如果你也想参加这场赌博也

可以，可你的赌注是自己的前程，押题者是无本生意，他们

可以明年再来，恐怕你没有那么多明年！劝君三思而后行。

押题者每年也有押中之作，说白了他们也在运用概率分析，

我也想押一个，今年温总理上台首要解决“三农”问题，因

为此前他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朱总理给未来政府的十点建

议也把“三农”问题摆在前所未有的第三位，相信今年某些

老师会把这个挂在嘴边。其实这些分析自己也可以完成，把

他们的押题作为参考，乃为上策。关于具体的解题我想分体

型说明一下：单选是整张试卷中最简单的部分，出错概率最

大的是那些容易混淆的知识点，许多考友把教材看了几遍，

甚至知道考点在哪章哪节，背的时候放开书觉得熟悉，但真

正到了考场上，加上紧张的情绪是行容易混淆的。我主张把

某些知识点用简单的缩写来记忆，求同辩异，深刻体会异处

的含义，解题时才能快速和准确；对于不定项选择，一般有

变换题干和选项两种方法设题，特别是以题干引出三句到五

句的扩充是出题的首选，选项中正确选项的联系是很紧密的

，可以先找出选项中紧扣中心的选项，而干扰项一般用其他

知识点加以排除。因为出题者从教材中挖出题干和正确选项



后才设置干扰项，而干扰项必定在相似的知识点中挖出，所

以辩异显得特别重要；有些题是根据某一概念设置的，因此

对重点概念的掌握力求精确；关于时事题一般使用排除法，

特别注意党的正式文件的日期，很有可能以旧文件的内容冒

充新文件的内容，这在2003年的试卷中可以找到例证。辨析

是从简答派生而来的，有些老师认为可以只作分析，以三段

论给出答案，而对题干的正确性，片面性避而不谈，这有一

定的道理，毕竟考生给出错误的辨别是得不偿失的，但在题

干很明确的前提下，下一个结论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分

数大大提高；分析题解答时还是需要一定组织的，长篇阔论

，以全盖偏是下策，设想你把涉及的知识点都摆在试卷上，

万一运气不好前面的几句答非所问，阅卷老师只会给你辛苦

分；相反，对题干作出必要的分析后，针对性的回答题干设

问，此后加以扩充，阅卷老师会认为你有所侧重，而不是以

全盖偏，分数将大为提高，就算不能一击即中，辛苦分是可

以保证的。 考试的心态也很重要，当你把自己摆在一个政治

理论的工作者的高度俯视全卷，你会发现你只是把自己头脑

中的知识一个一个的把空填满，而不是在题海中不知所措的

瞎游。你必需要在宏观的高度建立模式框架，当然建立这个

框架是要通过时间和努力来记忆的，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你

连这些也觉得烦的话，你没有必要考研了。建立大致框架后

，便是有选择的充实各个框架，到了考场上就可以灵活运用

咯。希望你能及早看到这篇文章，可能你会得到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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