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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9B_E5_8D_95_E8_c73_173412.htm 被问了太多的关于专

业课复习的问题，我想还是主动整理点东西出来比较合适。

而且大部分朋友问的都是专业课该怎么复习？书该怎么看？

请提供经验和建议？这类很泛泛的问题，真的让我不知如何

作答。其实这种问法本没有错，也很自然，但做一个换位思

考就知道，这样的问题太大了，反而找不到落脚点，三言两

语根本就说不清楚。若是长篇大论如滔滔江水般跟你讲，可

能我打字打到手指僵直，键盘投降，你也会觉得不着边际又

无重点，没什么效果。所以我一直对这样的问题有逃避之嫌

，还请各位多多理解海涵。 现在我就这样一个典型的问题来

做一个尽可能到位的回答。先说明两点：1、由于文理科性质

的不同，我说的这些对社科类专业（特别是企业管理专业）

可能更加适用。2、我用的是体会而不是经验。所以大家要冷

静客观的对待，结合自己学习的习惯及不同专业的特点，走

自己的复习之路，而不能照搬照抄。如果对大家有什么误导

的地方真是罪过。 无可否认，对于考研特别是跨校跨专业考

研的朋友来说，信息很重要。由于各个学校自己出题，各个

老师出题风格和偏向也不同，及时准确的信息就显得特别重

要，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折戈沙场，有

的是不知道新增加了考试内容，有的是换老师出题导致历年

考题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实在可惜。如果有条件能在所报考

的学校看书是最好不过，不行的话也要找个人了解一些风吹

草动，或者自己勤快一点，多上网打电话了解。 要有意识地



培养对专业知识的悟性。专业课的题目一般综合性比较强，

不会是太死的题，越是好学校就越是这样。比较突出的表现

就是书上根本找不到答案，还需要将教材中前后不同章节的

内容结合起来回答。那你如何选择答题的角度和思路以及怎

样将各个知识点有效地衔接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的悟

性。悟性是建立在比较广的知识面上的，所以有时间的话要

尽量多地看一些与专业相关的报刊杂志，对专业知识形成一

个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当然这一点有比较大的弹性，如果

时间较紧，或者其他学科需要更大的精力，那就少在这方面

投入些，毕竟悟性这个东西不是两三天就可以培养起来的。 

在不断的调整和检验中进步，要善于归纳，总结。如果学校

提供的参考书目并不对你的胃口，也就是看得很有难度而且

效果很差，那你就要寻求一种有效的掌握书中知识的方法，

而不是坐以待毙。这时候归纳和总结就显得特别重要。就我

自己来说，哈罗德。孔茨的《管理学》是公认的难看，整本

书的结构体系不错，但是具体的内容让人看了两遍都丝毫抓

不着重点。在网上也没找到合适的资料可以参考，我就只好

自己动手了。历时两个月，参考本系系主任编的《管理学原

理》一书（提示：参考书目没有列的，所报院系出的主要专

业书也是要看的，可以作为答题材料）和其他手头上的资料

，做了一本40页（双面哦）的笔记。也就是这本厚厚的笔记

以及这个学习的过程让我有实力拿到了今年专业课的最高分

。这本笔记后来有机会曾让原系主任过目，得到了他的肯定

。现在我已经将它有偿提供给一部分后来的考研人，并得到

一致好评。另外一本《西方经济学》倒是挺简单的，比较好

懂，唯一的麻烦就是并列对比的东西比较多，光递减规律就



好几个，还有四个不同市场各个特点的分析，成本论和生产

论也有内在的联系，后面生产资料的供求和需求方面也都是

分成几种情况来讨论的。这样如果你仍然按照书上的体系来

做所谓的笔记，就等于没做，因为你感觉到困难的那个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零碎的好懂的知识一堆到脑子里，立马

就成了一队浆糊。所以做西经笔记就是要把那些对比的东西

理出来重新整理，抽出整本书的脉络，用一张大纸用列表或

者你认为好的形式归纳出来，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知识

点，将一些概念的东西再整理出来。那你再复习的时候就轻

松多啦。我记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介绍成本论那个综合图

的特点时，书上是用一段文字来描述的，但是你能把那些特

点都掌握并且画出一个正确的综合图吗？我的建议就是自己

对着画一遍，然后将书上说的特点按照1234列出来，那就很

清楚了。西经的图形很多，要注意对应，比如垄断竞争市场

和垄断市场达到市场均衡点时的图形你能完全掌握其中的意

思么？特别时给你一个相关的计算题，你能否知道怎么入手

？如果不是很清楚，这些就是你要解决和总结的内容。对于

一些比较独立的章节，比如一般均衡论，我觉得就不用做笔

记了，看看书就可以，跟前面的没什么关系。要注意的是，

西经教材后面的联系确实太简单，要找其他的题来做和看，

特别是计算题，尽量不要丢分，因为计算题属于客观题的范

畴，得分容易，丢分亦容易。 说两个相关的问题。 1、关于

找导师的问题这是我考研成功以后朋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之

一。可能是道听途说得太多了，把很多人都搞得觉得这个问

题很神秘。有些师兄师姐就直接说要想上一定要找导师，后

面还加上一句骇人听闻的除非你不想上。我觉得这么说从某



种程度上会造成一些误导，让听的人觉得出点血找了导师就

万事大吉，从而无形地放松了自己的主观努力，尽管他自己

也不会承认。起码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其实，找与不找，

不是核心问题，重要的是你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样的态度，也

就是你希望从你和导师的交流中得到什么收获？如果你的目

的很直接，就是为了套一套考试的重点，甚至考题，欲通过

非正常渠道获得高分，然后打上想和导师交流的包装，那就

比较危险。就算你通过某种方法得到你想得到的，我想做老

师的也不会从心里欣赏你这个学生。相反，如果诚心诚意，

和老师交流交流一些学术和学习上面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比

较热点又没有定论的问题），从一个侧面把你的专业功底和

学习潜力表现出来，对老师充分的尊敬，那么，当老师对你

持肯定态度的时候，那你才真正地被老师从心理上接受了，

说不定你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呢。肯定了你的实力和才华，在

需要挤掉（我说得很委婉的哦）一些不幸者的时候就不会把

矛头指向你了。我的建议是先通过E-MAIL和电话联系，提出

学习上碰到的一两个问题，让老师第一印象就觉得你的学习

态度非常好，以后也就比较好办了。当然你提出的问题一定

要有深度，让老师愿意和你讨论。菜鸟级的问题会让老师反

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了：）和找导师伴

随的问题就是送礼了，这是个大部分人不愿意拿到桌面上来

谈但又不亦乐乎的问题。除非你有充分的信息表明你要找的

导师有这个嗜好，建议你还是悠着点。老师招的是能干活的

学生，重点不要搞错了。所以要送的话能表达你对他的尊敬

之意就OK了。偶觉得好一点的水果是最好不过了，呵呵。如

果你送的东东让他觉得你有什么企图的话，那你才是真正的



死定了，起码他不会真的喜欢这样的学生，切记。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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