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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88_91_E5_c67_214732.htm 昨天才开了博客，没想

到今天就有文章被新浪选用了，受宠若惊啊呵呵。看了一些

朋友的留言，其实比我厉害的人还很多的，我不是特别聪明

的那种人，我的成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我的经验也不是

适用与所有人。但我想强调的只是效率和方法的重要性，也

希望我的一点经验对后来人能有所帮助。进入正题，今天我

想谈谈我对考研各科复习的一点心得，说的不对的地方还希

望大家指正哈。 先从数学说起吧，我从初中开始数学就不是

强项，尤其是计算能力很弱，好多东西明白了但就是算不出

来。久而久之对数学就有了厌烦心理，尤其是某些计算量大

的题，一见就心虚。不过考研数学150分，，没办法逃避的，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今年数学一我考了94分，这个分数其实

很低了，不过还好能过线。我大概是从9月中旬开始看数学的

，到1月10号左右看完一遍，然后做了近5年的真题就上考场

了。对于数学复习我最想强调一点就是一定要注重基础，尤

其是像我这种数学本来就一般的同学。考研数学和高考数学

是不同的，高考的数学知识点就那么几个，所以考的很深，

很灵活，命题人会挖空心思从各个角度来考察你。而考研数

学正好相反，它知识量很大，但考的很基础，很直接，很多

题根本不拐弯。甚至有一部份题，公式记住了就会做，公式

记不住就肯定不会。这也就恰恰决定了基础体型的重要性，

大家可以看看近几年的考研数学试卷，大部分题都是很简单

的“傻瓜”题。但如果你平时基础题型掌握不牢的话，到了



考场上这些“傻瓜”题也很有可能会失手的。所以大家一定

要记住，千万不要去舍本逐末！！！还有就是答题时一定要

抓住选择填空题，考研数学选择填空4分一个，如果错4个以

上的话总分就肯定没戏了。所以做选择填空时一定要慎重，

平时也要注意这方面的练习，要争取把选择填空错误控制在3

个以内，最多也不要超过4个。今年数学其实选择填空有几个

题就挺忽悠人的，再加上今年大题计算量很大大家得分都不

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填空做好了总分就优势了。我今年

大题只有两道完全做完了，还有两到基本没做，剩下的都只

写了一半。但我选择填空一共错了2个，否则估计我上线就悬

了。至于数学复习时间的问题，我建议最好在暑假结束前能

至少看完一遍（当然数学大牛们除外），我复习的有些晚，

而且临考只完成了一轮复习，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

复习用书的话，陈文灯的和二李的书都可以，但不要贪多，

一本就足够了。书上的习题不一定要都做，但一定要都看一

遍，然后把基础的动手做一做，把自己感觉出的好的题勾出

来，等回头再做一遍。记住，千万不要搞题海战术，但也要

防止眼高手低，要把每个典型的题型都挑出几道来反复动手

做一做。真题很重要，做的时候最好掐着时间做，当作考试

练一次。做完后要认真分析自己错误所在，错误的原因。还

有考研数学公式很多，最好能自己动手总结一下，书上会有

总结好的，但自己总结的才会印象深刻。当然要总结的不光

有公式，还有每个知识点的常见题型，要用1，2，3，4 列出

来。而且见了某个题型首先从哪方面入手，不行的话再尝试

从哪方面解题，这个最好也用1，2，3，4 列出来。 然后就是

政治了，我今年政治考了70分，分数还算可以，但还是比我



估计的低了一些。最后的结论是，政治这东西，看了不见得

能拿高分，但一点不看肯定要完蛋的~~~~政治我建议放到9

月份或者10月份再开始看，开始太早一来没必要，二来战线

拖的太长反而不好，尤其是这种记忆性的东西，临阵磨枪的

效果反而更好！复习资料的话我首先推荐教育部的大纲解析

，这个是衙门出的书，一定要研究透了。然后是陈先奎

的2000题，这本书题目出的良莠不齐，但知识点覆盖的很全

面，再有就是历年真题解析了。复习的时候建议一章一章来

，先看一遍大纲解析或者其他教材，然后立刻做2000题上的

选择，做完后对正答案，这时注意了，要再返回到大纲解析

，把2000题里遇到的知识点都找出来，做一些批注（2000题

里个别怪异的题目就不要管他了，那是陈哥脑子进水时出出

来的）。这样大概两天能完成一章，等都弄完了推荐再回头

来一遍，第二遍可以有选择的看。还有就是一定要注重真题

，要反复揣摩，不光是题目本身，更重要的是答题的技巧。

要通过真题来找做选择题的感觉，尤其是多选题那些摸棱两

可的选项应该怎么处理的感觉。大题的答题技巧也很重要，

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展开叙述，都要从真题中揣摩出

来。这里还是要总结，总结答题的技巧，同时也要总结具体

知识点的解答，你比如说矛盾的问题，这个基本上每年都会

考到的，所以你要把遇到关于矛盾的各个知识点1，2，3，4 

的列出来，遇到这方面题目后再去一个一个套。说了这么多

答题的技巧，其实一定量的记忆也是很重要的，要选取一些

当年的热点问题进行强制性记忆，这样做分析题时才能有话

可说。今年我政治用去了了很大一部分时间，现在想想没必

要的。这个科目考高分很难，如果认真复习的话考低分也同



样难，很少听说有人会因为政治不过线而被卡住的。 至于英

语，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心得可以说给

大家听了。我英语基础一般，词汇量也一般，写作更是菜到

家了。不过我阅读理解做的很好，可能是因为平时课外知识

积累比较多的缘故吧。经常是一篇阅读我有一堆单词不认识

，但我能明白文章和作者的意思，能把题目做对。我高考时

阅读是全对的，考4，6级时我选择题全是直接涂卡，作文都

没超过40分（新体型），不过靠着阅读好也都蒙混过关了。

这次考研我英语基本没看，因为我觉的自己不看应该也能过

线，看了短期内应该也提高不了多少了。最后我主观题考

了45分，总分59（也就是两个作文加翻译一共得了14分，汗

。。。） 我觉的做阅读理解不光是靠词汇量和英语基础，更

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只要你想法和文章作者的思路合拍了，

题目就很容易做对了。这种感觉有的人本来就有，不过通过

大量的练习也是可以找到的，尤其是对真题的练习。再者，

就算是技巧很厉害，没有基础也是肯定不行的。词汇是一定

要背一遍的，在学习累了的时候翻翻就可以了，背词汇一定

要抓重点词汇，要注意重复。词汇的书我推荐新东方老俞的

联想记忆的那本红皮的书，带MP3光盘，可以在晚上睡觉时

听（俺考试那几天就是把他当催眠曲的）至于真题和作文的

书，我看的不多，不过听说人大的黄皮真题和胡敏的作文指

导不错，大家可以看看。 最后是专业课的问题了，这个大家

考的都不一样，具体方法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不过考外校

的话，专业课资料的收集工作一定要做到家。我考的时候，

资料是买的一位交大学长的，虽然花了120元，不过我还是很

感激他。那份资料很全，有交大15年真题，两年的辅导班笔



记（03年前的，那时还允许办辅导班），还有一些课件和一

些交大本科生上课时的资料。大家搜集资料的时候可以去所

考学校的BBS上看看，去各大考研论坛看看，上边经常有一些

免费的资料和一些出售资料的广告，方便的话还可以直接去

所考学校听课。总之一定要知己知彼，才能一战功成！ 最后

是辅导班的问题，说实话，我是报了辅导班的，但暑假去上

课才发现，一个礼堂做好几百人，所谓的名师在上边讲了一

上午，俺连他长啥样都没看清楚，还不如回去看视频呢。再

加上提前一点都没看，裸奔去上辅导班，肯定是听的云里雾

里的。后来实在是听郁闷了，就开始上课睡觉了，再后来就

直接被宿舍人拉着去打魔兽了。。。现在想起来自己也挺败

家子的，白浪费了父母的血汗钱，罪过罪过啊！我的感觉是

，辅导班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心理安慰，每年上过辅导班的人

都大呼没用，可每年各大辅导班又都是招的人满为患，赚的

一塌糊涂。纠其原因，心理使然，别人都报了，我不报会不

会被拉下啊？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经济情况允许的话，报

一个也无妨。去了至少可以找点考研气氛，认识几个同道中

人，还能YY一下，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去之前一定要先把书

过一遍，否则会听的极其郁闷的。如果经济条件一般的话，

不报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的，省下钱来改善改善伙食可能作用

倒更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还有所谓的临考冲刺班我的

建议是最好不要报了，等到临考你就知道了，有一大堆事情

要去做，哪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听那些狗屁名师扯淡啊！我

们许多同学就是报了冲刺班，但都没去上，没时间啊。我更

干脆，报了个全程班，然后老早就把冲刺部分给卖掉了，还

小赚了一笔呢哈哈~~~~~~到临考2个星期时，大家可以去借



上了冲刺班的同学的讲义复印一下，也可以买各辅导班出的

重点。说到复印的问题了，再罗嗦两句，其实好多考研资料

是不用买的。衙门出的那本考研大纲，有用的东西才10几页

，配上点历年真题，也竟然堂而皇之的买20块钱。。。。其

他考研资料也是贵的惊人，明摆着坑穷学生的钱嘛。我的方

法就是，借同学的书复印就可以了，复印下来至少能省1/3，

有时能还能对半省。呵呵俺家穷，大家不要鄙视俺啊。。。 

终于写完了，累的脖子都疼了。。。错别字应该也很多，不

过实在懒的改了，大家凑活看吧，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还是那句话，牛人们要轻拍砖，真牛的话就把自己的经验

写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吧！有时间的话，我会把自己复试的

一些感悟以及考研期间的心态调整陆续写出来的，希望大家

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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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