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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3_E8_AF_95_E7_c73_172929.htm 20多天的学习已经随着考

试的结束而告一段落。虽说时间不长，但在短短的时间内对

学习有了点滴体会。原不打算写的，因为自己的分考得不高

，本没有说话的资格。但想到自己在学习中得到了考研网和

你来我往网里诸位学兄的帮助不少，自己也应当做点什么。

同时，想到以后可能会有学友像我一样考前突击，也算提供

点参考吧。 一、时间上的准备 考MPA与考研还是有一定距离

的。大家不要把考MPA当作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另一方面，

也要看到：工作好几年的我们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有自己

的工作任务，加上放下课本多年，所以在复习备考中要受到

相当的影响。本人的情况：毕业已经7年，大学二年级过四级

之后就一直就没有再认真学英语。高数也早就忘光了。尽管

五月份参加了人大的辅导班，但也是强打精神听，谈不上预

习、复习，中间也常常因出差而耽误听课。可以说，到9月25

日下午，对要考的6门课是几乎没有一点准备。 对待考试，

总的态度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是句老话，但真

能做到也不容易。我真正开始着手是在9月25号，离考试大约

还剩25天的时间。之前一直是受方方面面的影响，加上自己

的意志不坚定，自制力不够，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到9月25号

，感到不请假学习实在不行了，才断然下定决心休假（休假

只有15天，其实算是请假）。此后，断绝一切外界联系，每

天到郑州工业大学自修教室潜心学习。就是这样，中间还耽

误了将近两天时间（工作上的事情）。 总的体会是：象我这



样没有一点基础的，考MPA的准备时间必须要在30～40天（

全天时间）。实际只复习了23天，复习了将近3遍，最后考

了273分，但我感到再有7～10天时间，还能够多考50～70分（

正是意犹未竟、突飞猛进的时候，却要考试了，真遗憾）。 

二、思想上、后勤上的准备 我个人认为，竞争比的是多方面

的因素：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时间、身体的素质、意志的坚

强和坚持中的再坚持。最关键的应当是坚持中的再坚持。在

复习中我发现一些人就存在这样的思想：唉，反正今年是不

行了，肯定考不上了，今年打打基础，明年再说吧。这个思

想是严重错误的！有了这样的思想，明年还考不上。事情往

往是这样。所以，一定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明年、后年。既然

已经参加了，就要有个结果。哪怕是考零分，也要坚持到最

后。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英雄。 要充满信心。大家起点都

差不多，关键是如何认识自己。只要能充分挖掘出自己的潜

力，那么离成功也不远了。有个朋友对我说：人是矿（mine

是矿的英文表达，也是my的宾格），一定要挖，越挖越有。

确实如此！学习中，一定要克服“人脑就这么大，脑力有限

，怎么能够记得了”的不正确思想。没有疲倦的大脑，只有

消极的态度、不正确的方法、不良的计划和消极的自我暗示

。一旦你告诉自己：大脑是不会疲倦的，你将会为大脑的效

率感到吃惊。 说归说，学习还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也是一项

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调整好身体。要对身体的

反映保持高度敏感。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情绪的波动、身

体的锻炼。吃饭要吃好，注意补充蛋白质、糖、乙酰胆碱（

蛋黄）、维生素。吃饭时要注意营养的综合平衡。大约是复

习4、5天之后，出现了头晕现象。通过及时吃糖，补充营养



等方法，保证了脑力的充足（我在工大，每顿都是6个鹌鹑蛋

，1天18个，确保了大脑的需要）。此外，要准备一些感冒药

、氟哌酸、消炎药。药要备齐，随身带。一发现有病的苗头

，要及时预防。 三、学习上的准备 要学习，首先是要准备好

武器。除了课本，参考书不要太多。人大的《高分突破》系

列实在不错。尤其是逻辑，我大致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从一无所知到把全部例题、习题看完之后，感到确实是“突

破”了。之后每次做题，基本上都是30个只错2～4个。由于

今年的逻辑部分题较难，下来后本人估计可能错了5～6个（

其中有2个拿不准，猜的）。行政、管理、数学的《高分突破

》也相当好。但由于时间紧张，没有怎么做题。考完以后才

发现有几道考试题都是《突破》上的原题，甚是遗憾。语文

的《高分突破》无所谓，我也一直没有怎么看。人大版的考

前模拟试卷我也买了，做了以后感到有点用。此外，要上网

找些资料。一类是学习资料。当然，由于MPA是刚开始招生

，这类资料太少。主要是找了些MBA的作文范文和英语题看

了看。另一类是激励类、考研经验类的文章，对备考阶段的

心态把握、学习方法的改进有很大帮助。 四、环境上的准备 

强烈建议：学习最好不要在家里。在家学习，受干扰太大。

有时起来喝杯水，中午还要睡一会儿。再不就是觉得学累了

，要锻炼、要散步。诸如此类，非常干扰学习。我不是自制

力非常强的人，相信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因此，建议去大

学自修室学习。当你学累以后，环顾四周，诸多考研的学兄

学妹都在埋头苦学，整个教室静悄悄的，无人进出，你怎敢

放松！就是出去方便，也会告诉自己，赶快回去，抓紧学习

。在此，非常感激郑州工业大学，感激她那包容的心态，完



善的管理，还有那饭菜丰富的食堂（专门有个食堂是对类似

我这样的人开的）。 学习中，建议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形

成一个学习的小组（这要比一个人闷头学强得多）。要充当

鳗鱼，调动他们，把小组的气氛调动起来，形成一种小组内

的压力，再反作用于自己。竞争，是与所有考生竞争，而不

是与这几个伙伴竞争。几个伙伴为一个名额而竞争的几率太

小。所以，与其让他们拖你后腿，不如带动他们，进而带动

组织，再让组织带动你。最终实现“帮助别人，提高自己，

超越自我，共创辉煌”。我建立了2个2人小组，最开始是我

带动他们，后来是他们影响了我，最后我们三人都如愿以偿

考上了（分别是266分、271分）。创建小组的同时，要注意

控制小组的节奏。控制节奏，要做到既紧张，又不紧张。即

：要适时地把自己的学习情况、进度告诉他们，引起他们的

紧张。不紧张就是决不能让焦虑情绪影响小组成员的心态。

要及时发现这种情绪，及时疏导。组建小组还有个好处：能

够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只要你能从小组学到那怕是一丁点

东西，你就比多数人取得了更多的优势。作为小组成员，要

多交流、多帮助他人，人性本善，只要你对他真诚，他必有

所反应。要有耐心。 五、关于学习的几点认识 （一）站在战

略的高度去学习 所谓站在战略高度去学习，实际是指：在学

习时，要努力从宏观上把握，力争在脑子里形成全书的脉络

结构。在第一遍学习时，尤其要注意一竿子插到底，不要纠

缠于细枝末节。要从前推到后，一口气推到底。不懂的内容

暂时放在一边，做个记号，因为这些东西还要在以后进行再

记忆。这种方法，如同我军最令国民党军队胆寒的战术：“

穿插分割，逐块消灭”（即对大块敌人，不是由外到内、从



前向后按顺序，一个不漏地逐个解决，而是大胆穿插、分割

，待我自成体系，形成框架后，再逐个歼灭。） 这种学习方

法，也是在时间紧促的情况下总结的。我个人感到这样的学

习方法，有弊端：那就是需要大块时间，同时也让你感到难

以忍受（一直向前推的感觉确实很难受）。但好处更多：利

于知识体系的整体构建，利于联想、前后对比记忆，利于知

识的对比、迁移，利于增加信心、消除焦虑感，还能节省时

间精力。就好比建房子，一种方法是一块一块砖地垒墙。如

果没有计划好，没有把每块砖放好，那么整个建筑的质量是

危险的。哪个地方有漏洞、哪个地方没有建好，不花点时间

是不清楚的。而用框架结构的方法建房就大不一样：首先用

钢筋水泥搭好框架，再逐个框架一块一块地填砖。尽管有部

分砖没有放好，但可以知道哪个地方重要，哪个地方的砖有

没有砌好。而且对整个知识结构也无大碍。 （二）学习要做

到两点：会和汇 所谓“会”，也即“熟”。就是翻开书后，

对单个知识点瞄一眼就能背出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合上

书就想不起来。而且知识点容易记混。 所谓“汇”，就是融

汇贯通。“汇”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纵向的汇，指的是合

上书后，能够在脑子里有一个知识体系：这一章讲的是什么

，讲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有哪些逻辑关系。比如，记

忆行政学各章节内容时，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各个定义的特点

、几个阶段、步骤、必要性等等，都与行政学的定义有关，

是从它的定义引申出来的。而解决措施又是针对特点而来的

。另一种是横向的汇：一是各章节之间结构、内容上的差异

。（基本出发点：不同内容一定会有结构上的差异。要努力

从结构上的差异来找出记忆对比方法）。二是各种特征、定



义、必要性、意义之间的对比、差异。尤其是较相近、易混

的地方。达到汇，就要做到最后只看目录，甚至什么也不看

，就能把全书结构脉络、重点、细节写出来。 知识的掌握，

还是要靠汇。许多人做不到汇，主要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会

”和“汇”的区别。主动思考不足，满足于知识点的记忆，

没有构建知识体系、系统整理的意识。此外，只用眼，不用

手、不用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关于记忆 记忆是有技

巧的。须知知识的记忆，仅仅靠死记硬背是行不通的。记忆

大师也没有这个本事。我的理解是：记忆的基础是理解，本

质是联系。本来，知识就不是让死记的。人都不傻，为什么

有的人会记不住、用不了、考不好？我想主要原因是不能真

正理解，学习方法有问题。因此，记文科题时，要先理解，

再联系，在联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记忆。要注意建立起知识

体系的框架，明了某个知识点是在哪个“抽屉”，具体在哪

个柜子，哪一排，第几格，是什么。与它相近、相反的知识

点是什么？理解要透彻、全面，要站在节、章，甚至全书的

角度理解，不能只就定义而言。联系要生动。为加强记忆，

可以用口诀、用一些可笑的事情做联系的纽带，没事时要经

常过一遍（很重要）。善用记忆技巧。一是利用形象记忆与

口诀记忆。如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观人体罚励风纪”（

用的是谐音，基本上每个字代表一条），想像本单位要提高

效率，怎么办？军队效率最高，把自己人拉到军队，看他们

体罚效率低的人，杀鸡给猴看，以提高行政效率）、行政协

调的几个原则（“行政协调好，拖鞋前后一般平”），决策

的十个原则（“决策可惜了，效法公厕，信纸有洞”（可以

想像，信纸上如果都像茅坑一样中间有洞，那这个决策就不



是创意，而是可惜了）），计划职能的六个特点（“评选先

测调”）等等。口诀一定要形象生动，如效率的特点（“方

管摄像”）。这一类口诀的数量不可过多，应当根据自己的

能力和对口诀熟悉程度而定。最好把所有口诀写在一个小本

上，没事时要多看，以免混淆。各口诀在一起时，极易分别

记忆。二是利用整体知识框架记忆。要把知识点串起来。就

象在一堆无序的纸张和在档案规范的文件柜中找出一份文件

一样，二者是绝不一样的。三是对比记忆。对容易混淆的知

识点、对有联系（相似、相反）的知识点、对非常特别的知

识点，进行对比记忆。四是联系记忆。从一个知识点引申，

逐步扩展到更多的内容。 再举几个例子： ①如组织设计的基

本原则是什么？组织设计“员”（“员”即原则），眼睛斜

，重（chong）视（看东西两个影），全是饭桶。即“目斜重

视全饭桶”（除了桶，每个字都代表一个原则）。因为组织

设计员必须是目光准确、犀利，所以见到题目想到“歪眼”

、“看东西不清”，立即可以把6个原则写出来。 ②记忆领

导职能的特点。古代的下属把领导叫“主公”，所以：公主

断鞋合规范。 ③再如记忆行政手段[总共有6个性质，与经济

手段常常混。可以想像：作为行政机关的上下级，你我之间

（封闭性、垂直性），我说了就算（权威性、），你就得干

（强制性），你给我送钱我不要（非经济利益性）].记忆经济

手段：联系到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政策：“划一个圈（闭关锁

国），20年内谁也不许出去”，即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

（圈圈就是规范）、稳定性（20年））等五个性质。 ④英语

单词：一定要千方百计动脑筋。单词的记忆方法有许多，如

成串法、联想法、对比法、词根词缀法等等，不一一而论。



哪种方法适合自己，要不断琢磨。最好给自己留的记忆时间

紧一些，原计划十天记完的，能不能七天、六天就完成。因

为只有时间紧了，每天要完成的工作多了，才会积极地寻找

“取巧”的办法。在英语中尤其应当如此。记住：只有不合

适的方法，没有疲倦的大脑。以下是几个在记忆中实在记不

住、感到容易混淆的词的记忆法：Leather，L-eat-her狼吃她，

只剩下皮皮革、皮制品；谈判：ne-go-ti-a-te（你-去-谈，隔

着桌子谈），damb（d-am-b哑巴。想像d是人脸的左耳朵，b

是右耳朵，a、m是象声词，发出的音就像被捂住嘴一样）。

再如记忆prescribe、describe词时，不是弄混，就是记不住其

意思。后来，注意到-scribe是一个词根，意思为write.de-一般

理解为“强调”，“强调-写”可以引申为描述、形容。pre-

一般为“在⋯之前”，可以理解为在“写”之前要诊断，要

“望闻问切”。引申为开处方。又因为处方具有权威性，可

以引申为“命令、规定”。蒋争的《英语词汇的奥秘》一书

不错，大家可以看看。 加强记忆，要学会把一个枯燥的东西

学得兴致勃勃。比如背管理和行政，散步之余，可以多联系

现实中各类组织，尤其是多联系本单位，生拉硬扯，既有意

思，又形象化。如在记忆非正式组织及对其正确引导的措施

时，可以更多地从下属角度想象，如何针对领导引导的措施

，采取反措施，并结合以往工作所见所闻，进行联想，记忆

深刻。再如记忆领导者的基本条件（本单位领导的条件和素

质）、沟通的作用（回想第一次因受以前单位的副科长排挤

而与科长沟通、寻求支持的场景，一条一条就出来了）。这

些口诀、联想，最好能讲述给同伴，其乐不亦乎！记忆其深

矣！ 加强记忆，还要注意它的规律是遗忘。人的遗忘就象弹



簧，弹簧的天性是要回复原状的。要让它不再回复，就要不

断地用锤子狠狠砸，在它没有完全回复时就要及时砸，直到

它回复不了为止。要善于结合艾宾浩斯曲线，找出多长时间

复习为合适。我感到20分钟到40分钟以内就要重复一下刚才

记的内容。 关于方便本在记忆中的作用。对记忆较多的课，

可以把主要题（定义、作用、特点、意义、手段方法等）写

出来，写在方便本上。一章可有2－4个，一本书大约40个左

右。左页是问题、页码，右页是非常简炼的提示。对识记、

对比记忆和找出不会的问题都极有帮助。复习中，我把行政

、管理的大题进行了总结，也就几页。感到用得非常便捷。 

此外，还可以把全书中每章的题目的定义写在一页纸上，综

合对比记忆，以形成对全书的框架印象。如《行政》有12章

，我把12章的题目的定义写在一页纸上。每个定义的提示只

需几个字，最多不超过十个字，对比记，极有效。不仅记得

快，而且能够很快对全书的框架有个明确的认识。 （四）知

识的体系化 知识必须体系化，才能够融汇贯通。复习时，要

把利用网络图的形式把行政、管理的脉络弄清楚。一章一页

。要用整理笔记的方式，把逻辑、数学的内容整理一下（也

就是两页纸）。到最后，我对逻辑、数学、管理基本上做到

了不看书，能够回忆出全书的大致内容。行政内容较多，通

过看方便本，大体掌握得比较好。 六、我的复习过程 拐回头

看，我的复习不是成功的。两个涵义：一是没有利用好时间

，靠的是最后的突击。早在五月份，我就参加了人大组织的

辅导班。如果说从那时就开始学习，也不必考前请假了。由

于没有时间，在仅有的23天里，我被迫拿出6天左右的时间背

单词！导致的恶果：英语作文没有抓，阅读及语法也没有怎



么练，语文的作文也没有怎么看。数学更没有很好地练习。

另一个涵义是：这23天的时间抓得很紧，计划得还行。23天

的安排是：拿出6整天的时间背英语单词。2天时间做英语套

题（以阅读为主）。逻辑将近用2天。数学用3～5天。语文基

本上没有怎么看。估计也就是8～9个小时。行政、管理合计

，估计用了10～12天。（除了整天，其他都是估算）。其中

，用力最大的是英语单词和行政。其次是数学。从复习效果

看，效时比最高的是逻辑，接下来是管理（我只通读了2遍书

，背了一点大题），再往后分别是语文、行政、数学、英语

。 每天的安排：早上6：10起来，6：30出发，7：00前到工大

。抢了座位以后就出去背行政、管理。一直背到9：30至10

：00再去吃早饭（有个体会：吃过早饭后，有近一个小时的

学习效率非常低）。中午12：30吃饭后，把上午的内容大致

看看，再趴在桌上睡30～40分钟。晚上到10：30结束，11：00

到家。再学习到1点至1点半左右。（开始的几天时间回家后

，觉得：一天学得不少，确实累了，也该慰劳慰劳自己了，

于是就看郑州的电影台，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听从一个伙

计王斌的劝告，把有线电视线拔下来，扔得远远的，效果很

好。） 六门功课的体会：英语一定要抓单词和阅读。单词是

基础。没有对单词的熟悉，只是在阅读上下功夫，是舍本逐

末。可以想想，假如一篇文章生词就达到30～40%，怎么去做

题？所以，一定要下苦功夫把单词关拿下来。经过近10年的

放松，鄙人的单词量也就是1500～2000之间。离4500还差得远

。有人曾劝我说，单词要靠阅读。我认为有偏颇。曾试验了

一下，在阅读中记忆，需要多次重复，需要见十几次，才能

记住，效果很不好。最后终于想明白了道理：首先要在脑子



（好比书架）里有这个单词的位置（在书架上有这个抽屉）

，下步才好往里面装东西。只有先背单词，建立一个书架，

才能快速记忆。而在阅读中记忆单词，是在同时做两项工作

：一是装东西，二是建立书架（档案），而这个档案是不统

的。词汇要过关，还是要先背单词。英语最初一天背4～6页

（每页大约有22～25个左右的单词，一半不会）。后来我的

挚友王斌告诉我他一天背30页，我以为是不可能的。后来采

取逐步加大学习量，15页、22页、26页、29页，终于在第五

天也达到了30页。可见没有疲倦的大脑，只有不正确的方法

。事实证明，5天的英语单词记忆是有成效的（尽管成绩考得

不怎么好）。大致算了一下，平均每个单词（一般只记生词

）要记忆150遍以上。那几天，连坐我旁边的一个小姑娘（她

考公安大学的研究生）都感到我那几天进度太快，学习强度

太大，她坐在旁边感到压力太大了，受不了。：）英语作文

我没有时间练，考完以后才发现英语作文也是效时比相当高

的！我觉得要背范文，靠记忆转折词是不行的。先走后跑嘛

。即先把基本分（有基本的句型，有基本的意思，基本能说

得过去）拿到，再讲提高。考试前的时间已经没有可能让你

再打基础、讲技巧了。只有抓住基本分后，才能再提别的。 

数学主要看指南和《高分突破》的例题。一定要把知识整理

出来。把题型总结出来。另外，看大纲也很重要。从大纲中

，可以看出老师出题的重点。数学一定要注意做题，总结题

。要安排充分的做题时间。要通过做题找出掌握不牢的地方

。要通过总结一个题，解决一批题的问题。最后阶段可以采

取只想做题思路与实际做题相结合的方法。做套题时，一定

要严格按照时间，只用一半的时间。因为考试时，由于精神



紧张，有时会耽误时间。此外，强烈建议针对一些重点题型

，采取“淘干池塘，竭泽而渔”的办法。即对某一种题进行

专题与分析，把所有解法及注意事项、技巧、易错处都写出

来，比较其做法优劣，分析其所用的环境，做到胸有成竹。

下一次工夫，用一辈子。概率感觉有点难，可能是时间不充

分，复习不够所致。不过，最后也没有过于关注。毕竟还有

很多抓分项等着我去学。 行政主要靠记忆。考过试的人都知

道，只要两天不背行政，就要忘掉一半。实在恨人！由于行

政的内容与管理的部分内容有重复，但二者的表述都不是太

一致，容易弄混淆。所以在行政上下的功夫非常大。首先是

会，其次是汇。会的阶段大致用了25～35个小时（基本上是

靠背，每天早上背2.5个小时，一次背1～2章，复习2章，循环

背）。汇，靠的是每天下午的复习，列网络图、脉络图。晚

上睡觉前再温习一下。 语文没有什么可以复习的。主要是在

网上（好像是考研网）下载了谷衍奎的《MBA语文作文范

文23篇》，细细地读了读，对短小文章的结构和段落内容（

一般段落也就是3～5个句子）有了一些认识。有时间最好练

个5～10篇。 管理并不需要着力背，重点是理解。我们从管理

的题型就可以看出，客观题要占70～80%.因此，把握住管理

的基本思想、各个流派理论、各个方法的实质和区别是关键

。通过做选择题来掌握知识是一个捷径。管理大致用了15

～20个小时看了两遍书，看得较细。其余时间主要是做题，

对比记忆。 逻辑建议先看《高分突破》，再拐回头看《指南

》。逻辑就是几个图和几个定式。几个图：逻辑方阵图、模

态方阵图。还有假言推理、选言推理、三段论的7个特点及应

用，等等。逻辑做3～5套题即可。再多也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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