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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B_E8_80_83_E7_c73_173476.htm 考研是个痛并快乐着

的旅程，每天按时完成复习计划都是一种成功，每次休息时

和同学们的聊天都是一种幸福，每一次的彷徨、挫败都是一

种考验，每一次的坚定、执着都是一种财富⋯⋯感谢考研，

它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心能走多远，自己的能量有多大！所

有参加过考研的人们都会永远铭记这段难忘的心路历程。 举

一反三会有意外收获 作为参加2004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大军中

的普通一员，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今天我正走在我梦痴以

求的校园里，我几个月的心血和汗水终于得到了回报。如今

，正值2005年考研的复习备考时期，在此之际，我想谈一下

自己去年备考中的一些经验、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助

明年参加考研的同学一臂之力！ 政治：活学活用，举一反三 

政治复习的关键就是要认真扎实地记忆大量的基础理论，最

好是能用自己的话将其表达出来，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地堆

砌理论，是做不好题的。当然，一些专业的名词、固定的表

达，是不能随意转换的，相反要学会正确运用。 其次，在做

题方面，一是要选择权威的、知名度高的出版社出的练习题

和模拟试卷，精挑细选很重要。另一方面，在做题的过程中

要举一反三，多次练习。选择题中反复出现的备选项、经常

出错的选项等要高度重视。看一些主观题的答案时要注意分

析答题的角度、深浅程度等，找到自己与之的差距，这样做

题往往能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再次，有时间、精力的同学

也可以考虑报一个政治冲刺班，我个人觉得老师可以帮我们



串联起一条清晰完整的线索。但是，绝对不能完全依赖辅导

班，老师的串联是建立在自己对基本的理论有初步的学习、

记忆基础上的，完全不复习而靠老师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 

英语：做题要精、细、新 精，就是指选择题目难度与考研难

度相当的题目，要丢掉那种认为题目越难越好的思想，做太

难的题目只会打击自己的自信心和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

盲目选择题海战术也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在书目的选择上

，关键是要选择权威可信的出版社和著者。 细，主要是指做

题要细致、认真，生词、短语、句型以及语法就是在这种细

致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比如平时训练阅读理解，不能是为勾

出后面的几个选项而读，而要仔细分析句与句、段与段之间

的联系，分析长句、难句的句法结构，摘出常用单词、短语

等。这样细致的工作做下来，相信你会学到不少东西。 新，

就是指材料要新。考研出的阅读材料一般是社会上刚出现的

比较新的事物、现象等，因此平时训练的材料也要跟上时代

的步伐，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尖端科技领域等一

些新的发明、发现都值得关注。 专业课：吃透书本，多向思

考 我报考的是厦门大学广告专业，两门专业课，一门重理论

、一门重实践，两者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首先

都是要吃透书本，自己归纳总结。传播、广告的理论、专业

名词非常多，这些都必须靠重复记忆。同时，广告又是与实

践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往往需要针对当今社会上的现象作

出理论思考，所以我复习专业课时认真地记录书本上的重、

难点，分清主次，也减轻了记忆的难度，同时每一章节或者

几个知识点之间进行串联和归纳，这样几轮下来，我脑海中

就已经脉络清晰，一点也不觉得内容繁杂了。 但是，单纯地



记熟课本上的条条框框不能算吃透课本，要在考试时做到运

用自如、信手拈来，必须在平时多把课本上的理论结合实际

，作多向思考。比如传播学联系社会学、心理学的思考，广

告理论联系经典案例的思考等。在这方面，可以看看专业刊

物，因为那上面的理论或业务探讨往往会给你提供思考的视

角，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当然，不同专业的特点决定了不同

的复习方法和策略，不能一概而论。我这里也只是提供一种

思路，仅供大家参考，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尽快摸索出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法。 总之，考研是个痛并快乐着的旅程，是对自

己智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我想，我会永远铭记这短暂而又

漫长的4个多月，永远铭记这段复杂的心路历程。 考研也附

带考综合素质 我1996年考上一所省属师范院校，学校不在省

城，消息闭塞，所以在我1999年决定考研之前，我们学校除

了个别老师在职考研外，很少有学生考研。在三年级第一学

期，我思考再三，决定考。按照自己以往一直坚持的行事准

则不论结果如何，只要尽全力了，即使失败也不后悔。 其实

考研最重要的是考虑清楚，下定决心，我的许多同学就是因

为对结果考虑太多而放弃了，他们现在都非常后悔。我认为

，下定决心不放弃，考研就至少成功了一半。 提早准备也非

常关键，大家都在竞争，先下手者为强。我在三年级第二学

期就已着手准备考研，由于所处地域消息闭塞，就自己联系

或托人联系学校，买到报考学校招生简章，弄清楚要考的专

业和课程，这大概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结合自己的爱好和

以后可能的就业前景选定了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后，就开始四

处打听购买考研参考书。选书非常关键，市场上考研参考书

良莠不齐，选不到好书会大大误事。政治和英语两门，我选



得都是几位名家的书，比较而言，他们的书知识点比较全，

也非常有条理，便于记忆和掌握。专业课用书得问好报考学

校该课程所用书的版本，尽量搞到原书。有可能的话，还应

尽量弄到报考学校该专业以前的考研试题，通常可以向已考

上者那里要到，也可通过研招办或所在院系买以往试题，这

样复习时就会对题型、试题风格等做到心里有数。 对英语，

我坚持记单词、看书掌握知识点和做习题齐头并进。我是每

天早上用2至3个小时记背单词，滚筒式记忆，具体讲就是考

研英语词汇书上的单词每记10页后，在看第二个10页时首先

浏览式记背前10页，依次类推直至可能浏览记背前六七十页

，不断强化，直至最后成为直觉，即看到某单词就本能地反

应出它的汉语意思和使用方法。下午由于干扰多，我通常看

参考书，记忆知识点。晚上做习题，我坚持每晚做一套，不

是重要的事打扰，一般不会更改。离考研还有三四个月时，

我就会改为早上做习题，把做题时的大脑兴奋点调整得与正

式考试一致，调整生物钟。 政治由于需要记忆的东西多，所

以早些时间里我只是大概看看，先混个眼熟，在距正式考试

还有三个月时才开始下大力气记背，这样离考试越近，记得

就越熟。相反，离正式考试还有两个月左右时，我就不再花

大力气背英语单词和看知识点，而是坚持严格按正式考试时

考英语的时间做套题，因为英语要靠平时积累的硬工夫，突

击效果不大，而政治却可以。 由于我考的是文科，专业课需

要理解和记忆的东西也很多。我先把书逐页理解记下，不放

过每一个知识点，整个看完记下后，再结合以往的正式试题

题型、风格等进行针对性、梳理性学习，把跨书跨章的知识

点拢到一块记忆。比如文学史，我就把中外文学史知识或中



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知识连接起来进行学习，可以说是自己给

自己出题，通过习题把零散的知识点有机联系起来，这样也

更便于记忆和掌握，也更接近考试。 考研对人的身体、意志

、恒心等都是一个考验，所以在考研的过程中，大家必须要

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幸运的是，和我一块考研的同学中有一

个和我一样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们经常在学累了时打球，打

会儿球，反而不觉得困顿，精力也好，头脑也不闷了，记忆

力也会好个几天。更重要的是，这种锻炼使我们的身体不会

过于疲惫，也轻易不会生病。 考研中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因

为有很多同学都是由于自己的意志松懈而败下阵来。当早上

起床时，看到舍友还在酣睡时；当看到同学找好工作，无忧

无虑地四处闲逛时；当自己身体不舒服，心烦气闷时；当一

时间无法弄到想要的参考书时，等等，就有人气馁了，不想

坚持了。这时就需要自己战胜自己，自己给自己打气，多想

象美好的前景，用这种可以看得到的前景鼓励自己，正所谓

坚持就是胜利。 其实在考研中，不只是单纯学习那么简单，

由于大多数准备考研的同学没有人进行专门指导，全凭自己

，就必须在准备考研、选择专业、联系外界、督促自己、安

排时间、调整作息、有效学习等各方面进行思考，尽力使投

入相对于产出要最大化，所以考研也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

是大学生自主（不像高考时有人督促、指导、搞好后勤服务

）决定自己以后发展的一次锻炼，也是学会与外界打交道的

一次锻炼，可以说，这其中也体现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即

使没考上的人也可为以后再考打好基础，而且这种艰苦努力

的过程也会为以后做事奠定基础，因为大苦受得，以后的小

苦更应不在话下，正如古人所言嚼得菜根，百事可为。 4个



月的考研规划助我成功 我准备考研的时间是从大四开学后9

月份开始的，仔细算下来，差不多也就四个月的时间，而我

能够最终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这4个月的合理规划。我

的考研规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特定的重点和目标

，从而做到重点、难点各个击破，最终达到水到渠成的功效

。 第一阶段：全面复习，突出重点 这阶段的时间安排是从9

月初到10月中旬。全面复习，是指所考的几门课程齐头并进

，整体跟进；突出重点，是指在所考的几门课程中，对于自

己较薄弱的科目或是其本身内容很繁杂的科目，要重点复习

。 这里，关键是要处理好全面复习和突出重点的关系。处理

好两者的关系主要是时间安排和精力分配的问题：一天24小

时用来学习的时间大约就11个小时左右，这11个小时就要按

所考科目分成几个部分，注意每门课都要安排固定的时间来

复习，只是在自己的重点科目上安排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另

一方面，精力的分配上也要注意，可以把自己精力最旺盛的

时间段用来攻克重点科目，而其余时间复习较容易的科目，

权当一种学习过程中的休憩和调节。 我考的是新闻学专业的

研究生，因为我本科学的是新闻，所以两门专业课中的新闻

理论以及政治相对容易，而专业课中的文学和英语则是我的

难点科目，所以我将80%的精力花在文学和英语上了。而且

在时间的选择上，我也是把状态较好的时段用来复习重点学

科。 第二阶段：重中抓重，攻破难点 这一阶段的复习时间是

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兼顾各门学科的

基础上，着重复习重点学科，要集中精力攻破难点而不及其

余。因为在第一阶段的复习中，对于重点学科是全面把握，

理清脉络。那么，这一阶段就要集中精力解决主要问题了，



因为你的难点或许就是考试的重点，也即是你的考试失分点

。 就我来说，英语的难点是阅读理解，而这也正是考试的重

点，分值大，丢分也容易。于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在每天复

习英语的时段里，我只着重训练阅读理解。当然，我不提倡

题海战术，关键是要达到提高阅读能力的目的。 第三阶段：

温故知新，归纳总结 这一阶段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主要

任务是通过看前阶段复习时做过的笔记、练习以及错题集等

，加深印象，获得新的认知和启发，即温故知新。同时，这

一阶段也到了归纳总结、把书逐渐读薄的阶段。 英语，总结

常用的生词短语、句型语法，阅读方法技巧；政治，理清线

索，串联知识点，从点到线到面全面掌握；专业课，分成几

大部分，各部分的重点是什么，对重点又各有哪些考查的角

度；数学，各种题型的归纳、解题方法技巧的总结、重要知

识点的熟练，等等，都是这一阶段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四

阶段：考试模拟，自我测评 这最后一阶段就是从12月中旬到

考研前的这段时间了。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各门学科

都要开始进行整套的试题训练，同时做每套题的时间长短上

也要和考试时一致，只有真正模拟考试现场，那么自我测评

的结果才会更准确。进行模拟考试的目的，主要是训练时间

的把握以及考试过程中的答题方法技巧等方面的能力，熟悉

和适应正式考试，在思想上实现从平时训练到正式考试的意

识转变。 在这剩下的时间里，你的考研规划制订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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