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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4_9F_E5_88_B6_E5_c67_214711.htm 1. 计划源自知己知彼 计

划是为考生们的考研目的服务的，所以在制定计划前考生一

定要对考研的大形势，希望报考的学校、专业，自身的实力

等作详细、客观的分析，这样考生在制定计划时才能有的放

矢、计划得当，达到“知己知彼，计划自明”的目的。 比如

对于所报专业的专业课，考生就应该及早了解它的内容范围

、指定教材、历年试题等情况，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专业课水

平确定自己专业课的复习进度、方式、投入的精力、钻研的

程度等，这样考生专业课的复习计划自然也就明确了。 2. 计

划的灵魂是变化 计划的大敌是变化，然而优秀的计划却恰恰

是敢于面对变化，因为计划的灵魂是应变。考生准备研究生

考试的时间通常在一年左右，其间的大事小情林林总总，难

免会有出乎意料的，因此考生制定的计划必须能够应对突发

事件、异常情况。比如2003年上半年 “非典”肆虐时，在北

京：一些高校提前放假、考研辅导班暂时停课、学生出入校

园受到限制、部分学生还被隔离观察⋯⋯很多打算考研的大

三同学因此深受影响，原定的考研复习计划基本上被完全打

乱了。于是，有的同学一下子蒙了，不知道下一步的考研复

习该从何入手；而有的同学由于复习计划制定得比较灵活，

甚至还有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所以只需将原定计划稍

加调整便可继续使用了。 要使复习计划能够从容应对环境的

变化，就要使制定的计划做到：松紧适宜、留有余地、富于

弹性、灵活有效。 3. 计划不是万能的 好的复习计划是备考时



所必须的，但它不是万能的。考生要依靠计划但却决不能依

赖计划。像在每年考研落榜的考生里，就有很多考生的复习

计划制订得非常详细、周到。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

就是复习计划贯彻不彻底、执行不坚决、应用不灵活，其主

要原因就是考生：要么缺乏恒心，要么怕吃苦(“苦”主要是

复习枯燥、费脑子、休闲娱乐的时间减少等)；或者是过于放

松而紧张不起来，或者是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如考研、工

作、出国留学等)迟迟拿不定主意。对于这些失败的教训未来

的考生(尤其是现在正上大三、对考研还缺乏“感觉”的在校

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吸取！考生们要记住：无论考研与否都要

早下决心(最迟也要在春节前)；如果不打算考研那就不要再

眷恋考研的好，赶快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更紧迫的目标上去

，否则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然而，如果决心考研，考

生也要尽快谨慎、稳妥地制定一个好的复习计划，然后抛弃

杂念、痛下决心、肯于吃苦，坚决而灵活地贯彻、实施复习

计划。 4. 主动放弃，被动淘汰 随着复习进程的逐渐推进，会

有越来越多的考生由于主客观因素而开始在考研的竞争中处

于中榜无望的劣势，这时考生是继续进行复习还是选择放弃

呢？据我们了解，他们大多还是选择了继续跟进复习。对此

，考生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只是想“练练手”、“

熟悉熟悉情况”来年再考，不妨可以继续复习，否则就应该

选择主动放弃，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其它也很重要的

事情(比如备考大学英语的4、6级考试，参加求职招聘会等)

。 主动放弃固然可惜，但这总比将来考研失败后的被动淘汰

要明智的多。这就宛如股市上进行投资操作时的止损思想：

在股市下挫到一定界限时，抛售股票是损失，但必须抛，否



则股民的损失会更大。如果应该放弃却固执坚持，那么虽然

通过考研复习考生在知识的学习、巩固上是会有一定收获的

，但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因为考研失利带来的被动淘汰还

是让考生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失去了其它一些个人发展

的机会，并且在心理上也平添了较强的挫折感。 当考生遇到

这种进退两难的困惑处境时，请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主

动放弃被动淘汰！ 5. 用活计划，作计划的主人 如上所述，考

生制定的复习计划要有变化的余地，而考生在执行复习计划

时同样要有灵活性。因为考生在考研复习的漫漫过程中一般

总会遇到一些与复习计划不合拍并且不可抗的事情，所以考

生原先制定的复习计划在实践运作中通常是需要修改的。因

此，考生要作计划的主人，不要被计划的条条框框所束缚；

要用活计划，善于根据复习中出现的变化来适时、合宜地修

改计划。 6. 将求职的小计划纳入考研复习的大方案里去 进

入11月份后，考研的复习进程往往与考生的求职安排发生冲

突，具体来说就是和纷至沓来的招聘会、面试、公务员考试

等发生冲突。对此很多考生顾此失彼处理不好，烦恼得很。

其实解决这些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考研的复习计划里预留

出考生进行求职活动的时间。为此，考生在制定复习计划时

就要提前了解各类求职活动的时间安排。有些同学担心参加

求职活动会减少考研的复习时间，但同学们可换一个角度想

：平时复习那么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换换脑子放松一下。

7. 复习计划不要与学习习惯“拧”着来 考生在制定复习计划

时要尽量符合自己的学习习惯(当然是指好的学习习惯啦)，

做到“习惯融入计划，计划体现习惯”。复习计划与学习习

惯之间只有兼容并蓄才能相辅相成。只有这样的计划考生在



实施贯彻时才能更顺畅、高效。比如，有的考生早上记忆好

，不妨就安排早上进行英语的阅读、背诵；而有的考生晚上

更能静下心来看书，那就可以计划晚上看看数学之类需要集

中精神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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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