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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4_E8_80_83_E5_c70_253491.htm 开门见山，讲讲我的备考攻

略。首先，分析自己的长短优劣，制定总体战略目标。每一

个想报考mba的人，在开始复习之前，最好先浏览了一些往

年的考题和复习资料，收集mba联考信息，对考试有个全面

的了解。然后分析一下对mba联考三科：综合（数学、逻辑

和写作）、英语掌握的程度，制定一个"跳一跳能够得着"的

目标。 以我为例，我1997年从成都科技大学（今四川大学）

毕业，受过四年系统的理工科教育；自幼博览群书，语文功

底扎实；英语基础好，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97年开

始接触管理知识，曾广泛阅读管理类书籍杂志，专业基础比

较好。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我觉得自己考mba有相当的优势

，成功的几率非常大，因此我给自己制定了总分230分以上的

总体目标，其中数学80分，英语70分，语文逻辑80分。以后

的所有努力就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对付高考和mba联考我

都是用这个方法，结果最后mba联考226分，与目标只差四分

，可谓屡试不爽。需要注意的是，制定目标要实事求是，注

意扬长补短，各科均衡发展。其次，在总体战略目标的指导

下，合理安排各科的复习。计划是很重要的，但制定计划之

前，一定要有正确的复习战略，而不是一味的花时间。每一

步都要有助于实现你的最终目标，而不是为了做题而做题。

以下是对联考各科战略的分别论述。 综合篇 我的综合考试战

略可归纳为八个字：丢车保帅，保七争三。我觉得对于绝大

多数考生来说，要在3个小时内做出（不是猜出）综合试卷上



的每一道题是不可能的。因为综合考试题量很大，时间很紧

，许多考生出于习惯思维，总想按顺序把所有题目（尤其是

数学题）给做出来。其结果往往是数学花的时间过多，碰到

难题纠缠好长时间做不出来，会做的题没时间做了，逻辑题

连猜带蒙，作文写不完，甚至没有时间涂卡，导致大幅度的

扣分。传统上认为的"得数学者得联考"已经不太适用了。因

为考纲突变之后，综合科的分量剧增，而综合科能否考好，

往往是看考生能否正确的权衡数学、逻辑、语文三个部分，

合理分配时间，通观全局，扬长避短。"丢车保帅"就是说要

权衡每道题的难度、所需时间和分值，做"投入产出分析"，

来确定哪些题目先做、哪些后做、哪些必做、哪些试做、哪

些不做。而"保七争三"的含义就在于，每次考试中，简单和

中等难度的题至少占70%，这70%的分数是一定要稳拿的；在

此基础上，那30%的难题则是能做就做，不会做就猜一个。 

对于数学我没多费心，基础阶段除了按时上安通学校辅导班

听课之外，就是挨个做经济数学基础教材后面的习题。我觉

得那套教材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题目质量很高，难度适中，

紧扣经济学应用实例，非常适合备考mba复习使用。我并没

有去看其它的复习资料，那三本经济数学基础教材后面的习

题以及例题我至少是做了两遍。我知道自己并不是数学天才

，所以从不跟难题计较，但是那些基本题目和中等难度的题

是一定要做熟的，而且在第一阶段就应该做到。 由于去年数

学考试方式变化，我在最后冲刺阶段针对充分型判断和选择

题型又进行了强化训练。用的是机工版出的白皮书模拟试题

，反反复复做了两三遍。刚开始两个小时还做不完，错的也

很多，到后来基本上能在90分钟内完成，正确率也提高不少



，基本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后来参加模考时，成绩已经基本

稳定在80分左右。另外的四次模考共七套试题，经陈老师讲

评过以后，又至少做了两遍。之所以这样反刍，就是要训练

自己第一时间找对思路，在熟练计算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分

析、推断、猜测等各种方法，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最佳答案的

能力。 逻辑篇 逻辑是我比较擅长的科目，因为逻辑题其实就

是考察一个人的阅读理解能力、周密思考能力和批判思维能

力。复习逻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死记逻辑知识，

但是必须非常注重复习的方法。我觉得复习过程中应该关注

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题型对许多传统的逻辑题如削弱题

和加强题，一般人都能一眼看出答案，但是近几年新出现的

几种题型如预设题、推断题、评价题和数字推理题，却有很

强的技巧性，直接凭常识做非常难，而用特别的技巧则能做

的又快又好。这几种题在今后考试中出现的会越来越多。以

考察逆向思维的预设题为例，陈君华老师讲的"否定代入”，

就是对付预设题的天才方法，没有老师提示一般人是想不到

的。逻辑的每种题型都有自己最简单的解法，熟练掌握之是

提高逻辑解题速度和准确率的最佳方法。第二：题眼每一道

逻辑题都有自己的"题眼"。也就是题目评论的"靶子"。"题眼"

往往是一个词或短语，如果"题眼"抓错了，就会出现"想歪了"

的现象，选了无关的干扰项或次要项。所以说逻辑很大程度

上是在考察阅读理解能力，对语言敏感的人看完题干后不但

能抓住"题眼"，而且能看出文字背后的弦外之音或者漏洞，

甚至预测到作者会从那些角度设置题目。做到这一点，逻辑

就算成功了一半了。第三：语言理解的前提是能够轻松的读

懂题目，但是mba考试的逻辑题都是抄gmat的英文题，翻译的



非常别扭，读起来令人头疼，甚至产生误解，更谈不上深层

次理解了。所以一定要多读多做这样的拗口题，正式考试时

就感觉不到译文的障碍了。我是11月份买了机工版白皮书模

拟试题，10套模拟题做完，感觉顺口了许多。第四：速度与

其他科目不同，逻辑的解题速度与正确率在一定范围内成正

比，做得太慢往往是不得法或者想歪了。逻辑题与充分性判

断一样，每个2分，但是逻辑高手可以在30分钟左右做完25道

题，并达到90%左右的正确率，而数学则几乎不可能，因此

做逻辑题是非常合算的事。所以应该着重训练自己的逻辑解

题速度，方法是每25道题一组，用最快的速度做完。第五：

状态做逻辑题的状态非常重要，不论是平时还是考试，如果

觉得自己状态不对，那就不要硬做。另外不要太抠一些艰深

的数字推断题，正式考试这种题非常少。 语文篇 很多人都不

够重视作文，因为谁都会写。但是在联考中，许多高手纷纷

在作文上吃了大亏。其实在mba联考中，作文是考察的重点

，除了综合外，英语也有一篇作文，所以应该非常重视。我

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是立意要新：对于评论文的写作，能反

驳的绝不支持。一是因为支持性评论文容易背误会成立论文

（得分在10分以下），二是要做到观点无懈可击很不容易，

三是容易给老师留下"人云亦云"的坏印象；而mba重视一个人

的批判思维能力，所以写驳论文只要在某一个方面言之成理

，常常能令阅卷老师眼前一亮，觉得你与众不同，分数自然

不会低。二是论点明确：务必在第一段提出论点，迎合老师

的阅卷习惯。三是结构清晰：尽量使用"提出论点-理论分析-

举例分析-总结深化"四段式。四是卷面整洁：如果涂改错误

会造成卷面污损的话，那宁可不要涂改，因为老师不会仔细



看你的每句话，但是对整体的卷面感觉却非常重视。至于缩

写，卷面整洁同样重要，另外绝对不要超出字数限制，否则

会扣分很多。值得一提的时，新起点极正规的四次模考起了

非常大的作用。在四次模考中，我有意识的试验各种做题的

顺序，或先做逻辑、或先做问题求解、或先做充分性判断，

努力找出最佳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我感到自己做题的

速度、准确率、做题顺序与策略、考试时间安排以及心理状

态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而这几点对于综合考试来讲非常重要

。 正式考试的时候，我由于头一天英语考的不理想，晚上没

睡好，路途遥远，起得又早，第二天综合考试时头昏脑胀，

连公式都忘了好多，心都有点慌了。考试一开始，我按照习

惯先做逻辑，做了10道题后觉得状态不对，就改做数学的问

题求解。那次考试数学题目比较怪，充分性判断太简单，问

题求解又太难。在通观全局、判断形势的基础上，我正确的

运用了"保七争三"的策略，主动放弃了问题求解中的四道难

题，把节约下来的20分钟用来检查前面做的逻辑，终于找到

感觉，顺利做完所有逻辑题，最终能够按时完成综合试题，

并且取得了151的高分。其中数学估计只有70分，逻辑至少

有46分，语文也有35分左右，可谓"战术的胜利"。 英语篇 我

的英语攻略也是八个字：打好基础，磨练技巧。说实话，我

的英语基础是不错的，但对学习英语一直缺乏动力，特别不

喜欢背单词或耐着性子看那些难懂又无味的英文报纸。听力

也没大练，全K吃老本，英语课也几乎逃了一半（我比较后

悔，因为逃课是一种习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最后

导致单词量少，听力上不去。如果我英语多用一点功，肯定

可以考到70分以上，对复旦国际班的面试也不用忐忑不安了



。这可以说是我在学习英语上的一个教训。对于基础不好的

同学，多读多听多练，按时上课更是必须的了。但是对于英

语考试的做题技巧，我还是有许多经验跟大家分享。听力：

听力除了要多听多练之外，临场技巧也非常重要。虽然mba

考试的听力材料比较难，但是问题是写在试卷上的，如果能

在听之前抓紧时间浏览问题和选项，熟悉文章的主题和中心

词汇，并且预选一下答案，对听懂材料非常有帮助，甚至有

时候仅仅是分析选项之间的关系就能猜到答案。语法与词汇

：正式考试的词汇题越来越生僻，语法也无章法可循。我觉

得对这一部分不必太费心，但这不等于说语法与词汇不重要

，语法词汇的重要用途在于阅读和翻译上。 阅读：阅读是越

来越难了，文章晦涩不说，超纲词汇也越来越多，所以阅读

应该重视技巧训练，要做到"读不懂文章也能做对题目"。比

如占比重最大的细节题，正确选项往往是原文原话换一个说

法，跟原文相差太远的或是照抄原文的选项都是干扰项。这

样的技巧是很多的，听听辅导班老师的讲解确实能够茅塞顿

开。翻译：翻译要做好，首先要分析句子结构，其次要组织

语言。而且正式考试时一定要打草稿，这样才能保证语句通

顺、卷面整洁、没有遗漏。写作：写作大家都比较惧怕，其

实没有太大难度。多背几篇范文，记住几种套路，到时候往

里面填充内容即可，凑够120个字还是挺容易的。今年联考中

我就照抄了国伟老师的范文的开头一句。关键是不要有语法

和拼写错误，尽量在句型和词汇上多做变化，内容则是越简

单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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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