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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BA_E4_BA_94_E4_c67_214724.htm 考研复习内容多，时

间跨度长，如果没有一个总的复习规划，势必造成前松后紧

、顾此失彼，因此在复习计划的安排上必须遵循阶段性的原

则，不同时期不同侧重，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从而提高整

体复习效率。可以将整个考研复习全过程依据复习重点和性

质的不同划分为五个时期： 起步期(3月至6月) 在起步期，考

生对考研信息了解不全面、不系统，客观上难以进行全面系

统的复习。各种各样的考研书籍，各种各样的考研广告，各

种各样的考研讲座，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在一定程度上也

会影响考研人的平静心态。我们建议在起步期考生利用有限

的自由支配时间完成如下任务： (1)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并

鼓足为成功不惜悬梁刺股的斗志。考研是人生的再一次重大

抉择，纵使有千百个别人无法体会的难处，纵使未知的前方

路途漫漫，但请给自己一次拼搏的机会。“Here you must give

up all distrust here all cowardice must end ”(这里必须摒弃一切

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将但丁的这句名言牢牢印

在脑海中吧。当你沮丧、失望、痛苦、悲伤时，记住你正在

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2)了解考研信息，普及考研知识，避

免在考研复习上走弯路。以政治理论课为例，每年大纲都有

一些适应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地对整个命

题思路和命题方向都有很大的冲击。因此，政治的复习安排

在新大纲出版后再开始为宜。类似的，对于跨专业的考生而

言，专业课也应及早了解具体情况，极无把握的科目也要提



前准备或请教别人，或旁听课程。 (3)开始英语和数学的第一

轮复习，因为两者的复习都具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英

语第一轮复习重点是考研词汇和复杂长难句。建议购买一本

适合自己的词汇书，反复背诵，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熟悉并

熟练掌握考研词汇--毕竟，词汇是整个语言大厦的基本。复

杂长难句的要害在于它的难一方面，考生复习要花费很大工

夫才能克服；另一方面，在命题人员眼里，由于长难句在理

解上的难处，它恰恰非常适宜选拔区分的考研命题原则，因

此在英语知识应用、阅读理解、翻译甚至写作中，常常可以

体会到长难句的味道。因此，提前做好啃骨头的准备不失为

一个好的复习方法。除了借助一些专门的长难句复习指导书

外，最好的攻克长难句的办法莫过于将其溶入阅读理解训练

之中。建议买点较新版的《TIME》、《Newsweek》等国外原

汁原味的期刊进行阅读。当然国内的一些英文报刊如

《CHINA DAILY》、《海外英语》也是相当不错的。重要的

是你是否能坚持阅读。数学重点在于基本概念、定理、公式

及其基本应用。可以选择适合首轮复习使用的基础复习资料

，如大学本科使用的教材，或选择一些打基础的长期班或预

备班来给自己充电。很基础的理解性复习即可，诸如死抠难

题、从历年题开始的做法都大可不必。 强化期(7月至8月) 因

为复习时间集中，其它学习任务最轻，暑假便天然地成为了

考研复习的黄金时间。这一段黄金时间的利用效率和效果如

何将直接影响到下一轮复习，并与最终的结果紧密相关。那

么，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呢？一般而言，有

三种基本复习模式： (1)完全自我复习。适合那些基础较好、

对自己超级自信的人。采取此种模式的考生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要选好过硬的复习用书，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二是

自学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强，不要让其它事情如恋爱、出

国等影响复习计划。时刻提醒自己：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

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2)在暑假之初先进行自我复习

，然后在后半部分时间里带着问题上一个质量有保证的辅导

班。这种模式适合于暑期参加英语、数学强化班的学员，以

及准备参加下半年政治强化班的考生。当然，前期的复习也

要高效率的进行，最好能将上课内容过一遍，找出其中的困

惑点和自己认定的重点。 (3)先上辅导班，然后再进行自我复

习。这种模式适合在暑期上强化班的考生。同样需要注意的

是，在后期的自我复习中要整理归纳并消化辅导班上的内容

，毕竟短期的强化辅导班节奏快，强度大，内容密集。很多

时候考生只能一边简单理解一边做笔记，很难在课堂上就所

上内容当场消化掉。 巩固期(9月至11月) 巩固期的任务在于全

面系统复习所有内容，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习的成熟期。这个

阶段另一重要任务是稳定自己的心理，很多人在这个阶段，

因外界的干扰或复习进程不顺的打击而丧失斗志，自己打败

了自己。找一个固定的复习场所，找一些志同道合的考友，

安排好复习进度和复习内容，静下心，专心复习。将外界的

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摆正自己的心态。 模考期(12月开始) 

模考期一般在12月份，既可利用复习资料进行自我测式，也

可参加模考班。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真实模考时有

正式考场、监考人员、正式答题卡和答题纸，有实战演练的

临场感；二是模考班实行阅卷、讲评，参加者可根据平均分

估计自己的应试水平。专门设立模考期的意图在于正确评估

自己的真实水平，做到心里有底；同时通过模拟的测试，找



出 自己的薄弱环节和欠缺的方面，进行最后的补缺补漏。 冲

刺期(12月至考前) 冲刺期各科均进行第三轮复习，重点放在

全面梳理知识点、强化答题、解题技巧，查漏补缺等方面。

另外，时事政治内容也基本确定国，应进行高效的复习。本

阶段要避免题海战术，关键是找一些切实有用的内部冲刺资

料、模拟资料来训练就可以了。参加串讲、冲刺班也有很大

好处，特别是政治，因为涉及时政问题，尤为必要。当然，

临考心态的调整也十分必要，自信一点，不去过多的思考诸

如考不上怎么办的消极念头。 上面是复习进度的安排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复习时间的分配问题。复习时间的分配

又包括两方面：一是总体复习时间在所有公共科目和专业科

目之间如何进行分配、以取得最佳均衡的问题；二是每一复

习时间段(比如一天)中各科如何分配时间、以求得最佳微观

复习效率的问题。总之，复习时间的分配要遵循突出重点、

弱项倾斜的原则，切忌“平均主义”，将时间分割得七零八

碎。具体到每一天复习时间的分配，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将

时间分割得太零碎，否则就只看见忙忙碌碌，桌子上堆满了

各科书籍，却根本没有效果。建议起码以小时为单位来分配

复习时间。但要避免的另一个极端是连续长时间复习同一门

科目(比如一整天)，这样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学习行为研究

已经表明，学习同一门科目一般在1-2个小时左右进入效率的

高峰期，随之会有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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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