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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221050.htm 1.考研复习阶段分析 考研复习是

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复习课程多，时间跨度长，因此，考

研复习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总的复习进度划分为起步、

强化和冲刺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第一轮复习） 首轮

复习的目的是全面夯实基础。英语、数学复习都具有基础性

和长期性的特点，而专业课内容庞杂，因此它们的第一轮复

习都安排在起步期。政治复习可以暂缓，等新大纲出版后再

进入首轮复习。 （2）强化阶段（第二轮复习） 所有科目的

第二轮复习都安排在强化期。这一阶段要从全面基础复习转

入重点专项复习，对各科重点、难点进行提炼和把握；同时

注意解题能力的训练。 （3）冲刺阶段（第三轮复习） 本阶

段复习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归纳总结，升华提炼，查漏补

缺，二是强化应试训练。 2.学习计划的制定 （1）搜集资料阶

段 ①1月搜集考研信息，听免费讲座。 ②2-3月确定考研目标,

听考研形势的讲座。选择专业，全面了解所报专业的信息。

准备复习。 （2）第一轮复习 ①4-5月第一轮复习，可以报一

个春季基础班，特别是数学班和英语班。不要急于做模拟试

题，着重于基础的复习。 ②6月全面关注考研公共课的考试

大纲，购买最新的辅导用书，准备暑期复习。 （3）第二轮

复习 ①7-8月制定一个全面复习计划，开始第二轮复习。可以

参加一个有权威性的正规大学举办的辅导班，有选择地做一

些必要的题目。 ②9月关注各招生单位的招生简章和专业计

划，购买专业课辅导用书，联系导师，获取专业课考试信息



。 ③10月确定十一黄金周复习计划，对前两个阶段的复习进

行总结。同时，开始专业课的复习，可报一个长期班系统复

习。 ④11月10-14日研究生考试报名工作开始，报名、填报专

愿。 （4）第三轮复习 ①11月中下旬第三轮复习阶段开始，

政治、英语、数学、专业课的冲刺复习，购买辅导冲刺的内

部资料。冲刺班报名。 ②12月-次年1月进行模拟实训，报一

个冲刺班，做考前整理。 （5）初试临考阶段 1月上旬调整心

态、准备考试。熟悉考试环境。 （6）准备复试阶段 ①2月放

松心情，查询初试成绩。 ②3月关注复试分数线。 ③4月准备

复试，联系招生单位。 ④5月关注复试成绩。 3.复习技巧 （1

）第一轮复习策略 英语、数学和专业课的第一轮复习都安排

在起步期，因为英语、数学学习都具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特

点，而专业课程内容多而杂，量很大，因此第一轮复习宜早

不宜迟。只有政治复习不必着急，因为考点还没修订完毕，

新大纲尚未出台，所以安排到7月份强化期内，免得做无用功

。 ①英语。重点是考研词汇、基本语法，同时，阅读理解训

练也要开始。语法等不会有什么变化，词汇每年大纲虽然有

所修订，但变动不大，因此找本前一年的《大纲》先看着。

有许多同学正好在这一阶段考CET6级，由于6级和考研难度

大致相当，词汇量也差不多，所以可以结合起来复习。 ②数

学。此阶段的侧重点在于先全面整理一下基本概念、定理、

公式及其基本应用，也要开始大量做题。因为做题很耗时间

，一旦进入强化期开始复习政治之后，就不可能再占用大量

时间做题了。 ③专业课。本校本专业报考的，要利用常规教

学，好好学学专业课程。跨专业或跨校报考的，此时要开始

专业课程的系统复习，如可能，应旁听一些重要的专业课。 



首轮复习主要是要全面夯实基础，因此主要使用本科基础教

材、外加一些适合首轮复习资料，也可以选择一些打基础的

长期班或预备班来给自己充电。政治有点不同，一开始就可

以选个班期较长的辅导班，可以带着步入复习轨道。 （2）

第二轮复习策略 所有科目的第二轮复习都安排在强化期。强

化期是考研复习的黄金时间，中间有一个暑假，没有课程干

扰，因此复习时间最为集中，其它学习任务也最轻。强化期

也是考研复习的关键阶段，考研成绩的好坏基本上取决于此

阶段的复习效果。甚至有些基础较好的同学从本阶段才开始

复习备考，也取得了成功。那么，如何有效地利用这四个月

的复习时间呢？关键是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对各科重点、

难点的提炼和把握；二是逐步将已经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实际

解题能力。 ①政治。政治首轮复习和第二轮复习是紧密结合

的，都安排在强化期。此阶段重点之一是提炼每门课程的基

本理论和重要结论，以及考试知识点，特别是新增考点和新

修考点；对跨章节甚至跨学科的相关知识点进行初步综合。

二是当年重大时事政治与相关基本理论的结合，如“通货紧

缩与货币流通规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

性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等等。 ②英语。

词汇方面，应该在已经大体掌握意思的基础上，开始深入掌

握用法，尤其是固定搭配和习惯用法。另一个重点是解决长

难句，掌握各种句式。同时要加大阅读量，一方面提高阅读

能力，另一方面也通过阅读来巩固语法、词汇和句式。本阶

段必须进行相当量的题型专项练习，通过做题来巩固。 ③数

学。本阶段由于政治已经开始复习，因此数学时间会相应减

少，做题数量也不可能很多。因此，要在首轮复习大量练习



的基础上，回头总结、归纳，提炼解题规律。 ④专业课。这

一阶段由于公共课程份量加大，专业课复习强度会有所减弱

。本阶段的任务是对各专业课程进行逻辑框架上的整理，在

心中建立起整个专业体系。另外一点就是要开始按照专题归

纳整理专业知识内容。 第二轮复习要选购一些质量较好的强

化复习资料，有可能的话上一下公共课的辅导班。建议暑假

就不要回家了，即便要回，也一定别超过一周，毕竟家是休

息娱乐的地方，不是学习的地方。每年都有人发誓回家去好

好学习，结果绝大部分证明是自欺欺人。 （3）第三轮复习

策略 冲刺期内各科均开始进行第三轮复习。一般考前两个月

左右开始，标志是10月中下旬时事政治的复习内容基本确定

。本阶段理所当然地要巩固已经复习过的内容，进一步归纳

总结，升华提炼，查漏补缺，牢牢把握重点、难点；同时，

要将业已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最后卷面上的得分，也就

是说，要强化应试训练。 ①政治。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

时事政治与基本理论的结合，二是进行答题方法训练，强化

答题技巧。时事政治与政治基本理论的结合历来是考试热点

，需要自己好好归纳总结，建议上串讲冲刺班。不要做大量

的模拟题，因为缺少严格的标准答案，很难对模拟结果做出

精确评判，要是碰到一些劣质的模拟题，说不定还会误导。 

②英语。冲刺复习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有两个，一是进行大量

模考练习，二是强化训练短文写作。对短文写作的强化，首

先要对可能的命题范围做出预测。考研英语作文命题不会冷

僻，不会很专业，通常都与学习生活紧密联系，或反映当前

社会热点问题。例如保持健康、如何读书、环境保护、乱承

诺等都曾是出题范围。了解到这些大概范围后，有意识地多



阅读一些相关文章，熟悉有关观点、句式、词汇，多动笔写

写，在考场上就可成竹在胸。 ③数学。本阶段要逐步恢复做

题练习量，进行大量模拟训练，一方面进一步提高解题速度

和准确率，另一方面使解题状态上升，最好能在考试时达到

最佳点。 ④模考带复习 公共科目和数学在第三轮复习的前期

安排了一个模考带，一般在11月份。之所以在这里设置模考

带，是因为经过两轮复习，需要通过正规考试来检测一下，

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第三轮复习计划；同时也是因

为考期逼近，有必要增加一些实战经验。模考有两种模式，

一是自我模考，找一份模拟题，自己安排时间测试一下；二

是参加模考班。模考班的优点在于正式考场，严格监考，正

式答题卡和答题纸，实战气氛逼真，检测出来的水平很真实

；同时模考班还进行针对性的讲评，参加者可根据平均分估

计自己的相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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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