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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专业和数学一样，也是提分的一门科目。不同学校，

不同专业，专业课科目不同，复习方法不同，但都应引起足

够的重视。尤其是转专业学生。我身边不少人都挂在了专业

课上。不是没过线就是分太低。 其实对于数学和专业课，最

忌讳的是眼高手低，各种方法千万不要只挂在嘴上，而是要

付诸于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找到更适于自己的方法。 1. 我的

考研之路（专业课只有一两本书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专

业课复习是从大三下学期开始的，转校转专业。专业课本只

学了一部分， 但和数学相似，计算较多，比较容易上手。千

万不要报那种有 N 门科目（包括复试），一门也没学过的专

业（除非你特强，因为我认识的人中还没有成功的呢），至

少要学过一部分。 1） 3 月初开学 8 月 15 日 ：课本和课后题

做了两遍。基本掌握了各个知识点，能熟练解答。 2） 8 月

15 日  10 月 9 日 ：弄了两遍课本，感觉课后题题量不大，且

比较简单，最关键的是已经比较熟了，看着就要吐。于是把

与课本对应的习题集做了一遍。水平大有提高。 3） 10 月 9 

日  11 月 10 日 ：又做了一遍课本，主要目的是建立框架体系

，融会贯通。做完后专业课信心十足。 4） 11 月 10 日  12 月

11 日 ：做了一遍十年真题。边做边总结，边总结边提高。做

完后基本找到了真题的出题规律。 5） 12 月 11 日 考试：先用

几天时间写了篇文章，总结了十年以来的所有考点，并利用

本人的专业知识，对考点逐个进行预测（和写这篇文章一样



，过程比较痛苦，但完成后颇有成就感），之后又把真题、

课本、课后题、总结的东西扫了一遍。进考场前专业课基本

没问题了。 2. 参考捷径 十分庆幸自己专业课开始的比较早（

而且也应该比较早）。 不少人建议 9 月 1 日开学再开始复习

。我认为不太好。因为越到后来，时间越紧。早开始复习，

能为专业课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期政治的复习

留出充足的时间（当然，这就要求提早确定要报考的专业和

学校）。不同专业，分数没有可比性。我当时的目标是 150 

分。按照下边这条路走下去，专业课不敢说满分，至少应该

不低。 1） 3 月初开学暑假前：课本、课后题仔细做一遍，一

定要细，基本每句话都看，一个点也不放过。目的：熟悉各

知识点和大纲基本要求。 2） 暑假放假 9 月 1 日开学：课本、

课后题再做一遍。目的：初步建立框架体系，掌握各知识点

。 3） 9 月 1 日  11 月初：找课本对应的习题集或其他学校历

年考研题、期末考试题做一遍。有时间的话就把课本跟着扫

一遍。目的：提高解题能力，融会贯通。 4） 11 月初考前一

周：把专业课历年真题做 1 、 2 遍（留一套）。有时间的话

把课本再认真看一遍。这一遍复习就是要求精，一定要研究

真题。历年真题中，有的是每年都考，有的则是每年都有变

化。目的：和考研挂钩，探寻历年出题规律，提高考研分数

。夯实基础。 5） 考前一周考试：看做过的题，总结的笔记

，做一套真题。目的：查漏补缺，保持良好状态，迎接考试

。 作者的话：考研结束了。本人以较高的分数考上了理想的

大学。在近一年的备考过程中，不断有人问我：“考研有没

有什么捷径？”（其实，不走弯路就是捷径）。“怎么复习

才能考上？”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些考研的方



法与技巧，希望对在考研路上行走的学弟、学妹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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