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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3_E7_A0_c73_173536.htm 我和很多坚持到最后的同

学一样，最终如愿以偿的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和导师，并

且以总分422分（其中政治85分）的成绩获得了公费名额。回

想整个考研历程，每一门学科都有着许多难忘的点点滴滴。

考研之初，我就感觉到：作为一名理科生，面对政治这个庞

大而陌生的体系，我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一开始，我其实不

是很有信心能在政治方面能获得高分。整个暑假期间，除了

复习英语和数学，我一直担心政治方面的进展。直到9月份开

学，辅导班开始了，我才理解到，其实考研政治并非如我想

象的那样艰难，它有着极大的规律性。循着这条规律，坚持

下去，最终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下面，我就结合本人浅显的

经验谈一谈考研政治。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一定要把

握住不同学科的特点，然后分别对待。换句话说，千万不可

以平均用力。这和考研这个体系也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也不

会在所有学科上平均用力。 考研政治的六门学科，虽然整体

为一个体系，但是各自的特点极其鲜明。 首先是马哲，这门

课可用一个字描述活。这里的基本概念很多，不可以死记硬

背，应该把概念和原理结合起来，并反复比较。此外，对马

哲中的重点部分，也就是核心内容，即世界观（方法论）、

唯物论、辩证法，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涉及到

整个考研政治的理论基础，并且如果能融会原理于笔端，则

对答题得高分有很大的帮助。当然，马哲社会主义部分也很

重要，但由于较易掌握，所以不足为患。 马经，概括为一个



字准。这里的概念和哲学部分相比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

理解的难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个人认为，马经的第一

遍听课（或者是自学），一定要仔细。在此基础上，趁热打

铁，能将马经浓缩得很紧。以Ａ劳动价值理论，B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原理和Ｃ资本的运行三章为例，在Ａ的基础上，首先

贯通Ｂ、Ｃ的内容，然后反复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这里对

概念的理解一定要精准，把握住概念的前提与范围，再揉合

到章节之中，就会记得很牢。 毛概，可以用“全”来描述。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每一个

阶段都要了然于心。要想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 邓三论

，是考研政治的精神中心。考研中的很多现实问题，按照邓

三论中的原理去答，才能拿高分甚至满分。这里的内容比较

多，可以分模块来学。另外，有几章其实只需略知即可。 时

政部分，不可忽视。特别是每年X 中全会的精神，要特别留

意。 世经部分，可以留在考之前学习。这里的内容虽然很多

，但原理确不难把握。主要是掌握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

的浪潮，以及中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见解

。 9月开始上辅导班，前两个月除了上课，将马哲和马经揉

合在一起，11月初将毛概熟记，12月融会整个体系，再通过

做模拟题巩固及查缺补漏。只要有条不紊的学下去，时间上

是很宽裕的。 再次，一定要把政治揉合成一个整体。这和其

它学科是一样的。 最后，我也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的，

那就是坚持。其实考研整个过程，考的就是毅力。大家智慧

都旗鼓相当，起决定作用的就看谁能义无反顾了。在最后，

还需要心理素质上的调整。“匹夫之勇”是万万要不得的。

这里一定要有“从容”二字。 有了之前的准备，还需要考场



上的最后一笔。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和心

理。不幸与超常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做的就是

坦然面对。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点作用

。 祝各位考研同仁心想事成！ （施旺根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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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