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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迷茫和困惑着。特别希望有人能指

点迷津，告诉我何去何从。选择太多，或是没有选择，都会

让人困惑。大学里有很多选择，考研，保研，出国，找工作

，创业⋯⋯可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岁月的变迁，可以选择的

空间反而小了，因为忽然发现，没有多少“资本”可以挥霍

了。 在众多的选择中，我站立在考研的风口浪尖上。潮起潮

落，我想，无论是“弄潮人”还是旁观者，都会有许多话想

说，更有一批“后浪”在翘首以盼。于是在等待考研成绩的

日子里，我约了一批考友，将我们鲜活的考研记忆铺展开来

，变成文字，使同学们能对日益升温的考研给于理性的思考

，对人生的道路有一个准确的规划。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起

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对考研这一话题的广泛讨论

。漫谈考研曹洪峰 张一嘉 ２００４年研究生考试余音绕梁，

２００５年的考研战火又硝烟再起：书店里，冠上了“２０

０５年考研”字样的各种辅导书籍陆续面世了；消息栏中，

各大辅导班也紧锣密鼓，张贴广告，开始了春季班、暑期班

、甚至秋季班的报名，而且按报名先后排座的规则让很多同

学都按耐不住；自习室，也有不少同学忙着背单词、做数学

题的身影⋯⋯ 当然，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有着广大学弟学妹的

茫然与困惑，我们谨以自己的考研经历，谈谈研究生考试的

复习方法，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应在何时开始准备考研

复习？许多大三的同学都曾问过我们，其实这一问题并无定



论，要视个人的情况而定。基础好的同学晚些开始也可以，

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就要“笨鸟先飞”了。根据我们的经验

，一般在５月份左右开始就可以了。战线拉得太长，到了冲

刺阶段会后劲不足，时间太短，复习会不充分。 其次，３门

基础课的复习顺序。在我们看来，英语、数学应该在先，政

治在后。英语必过的一关就是词汇，大家都知道英语词汇复

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贯穿复习的始

终。所以我们建议想考研的同学现在就应该比照去年的英语

考试大纲上的词汇表，找１本与大纲词汇最接近的词汇书，

每天抽出半个到１个小时背单词。持之以恒，这四个字要落

实到实际行动中。数学，在参加辅导班或是看一些综合性的

复习指导书之前，必须把所有的基础知识都能熟练掌握。找

一些最基础的数学教材，像工大、同济的，从头至尾复习一

遍，最好能同时做笔记。根据我的经验，这一过程大约需要

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在暑期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班，

也就是说暑期前，我们就应该对于数学的基本知识有个清楚

的掌握。这样算来，数学差不多现在就应该进行基础复习了

。至于政治，这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知识点庞杂，而且

和国家政策、时事动向联系紧密。若复习过早，则容易看了

后面忘了前面的。所以说在暑假之后复习就可以了。而在政

治的复习中，六大部分中的政经和哲学部分学要理解的知识

最多，也较难。要提前准备的话，可以提前看看这部分。 再

次，关于３门基础课的复习方法。方法因人而异。我们的心

得是，英语的阅读是重头戏，而词汇直接影响你的阅读质量

和速度，所以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能忽视。可以选择一本阅

读的专项训练，或者干脆买一本历年真题，认真练习并反复



推敲正确答案，理清出题者的出题思路。有的老师说，如果

你能吃透历年阅读真题的每一道，那你的考研阅读肯定没问

题。道理大家都懂，但你能真的做到吗？此外，听力是个日

积月累的内容，平时可以选择一些适合我们水平的材料热身

，内容不一定非得针对考研。等到熟悉了英语的语境，再选

择针对考研题型的练习来做就行了。数学，我们认为就是考

大家的熟练程度。因此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做一定量的配

套练习，巩固知识，最后再做综合性、难度较高的习题。数

学公式繁多，只靠死记硬背肯定是不行的，有必要在做题的

过程中总结各种题型的规律。政治的复习，大家一定要紧贴

大纲，建议最好在新大纲出来后再买资料，选择与大纲知识

点相同的参考书，这样做题思路才不会偏。考研政治重视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所以大家最好在平日里多注意用政治理论

观点解释生活现象，学以致用。当然，这是我们的一点想法

。 最后，谈谈考研与平时上课的冲突问题。考研固然重要，

可是本专业的课程同样不容忽视。更何况学校有一些政策还

与专业课有关，这是考本校的学生需要注意的。 以上是我们

在考研复习中的一点心得体会。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

法和思考方式，我们在这里写出来，是想让大家少走一些弯

路，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考研路上的点滴心得也谈

研究生考试的备考心理刘时 春节期间，央视推出了一期特别

节目《和你在一起》，内容是每位著名主持人都要完成目标

人物的一个心愿。看完这个节目后，就想拿这个题目和“同

路人”一起探讨考研的经历。一则，和“走过的你”在一起

回忆考研路上的点滴；二则，和“待发的你”在一起，尽量

拨去路上的迷雾。 对于迫不及待的新一届“考研族”，老师



、师兄师姐、老乡等肯定会指点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上

什么样的辅导班，买什么书怎么报考，怎么冲刺等我就不再

赘述，只想谈一下备战中的心态调节和应急事件的处理态度

。 稳重、平和、坚韧、张弛有度，是一个人心理成熟的表现

。考研也正是对个人心理的深度历练和考验。从开始咨询，

收集材料到最后的考场逐鹿，良好的自我心态调整是关键所

在。我的朋友中，不乏有紧张、慌乱和急躁的现象，给人的

感觉就是复习中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十分辛苦，满脸疲惫

而又收效甚微。开始阶段问题不大，因为大家心中都有一个

美好的愿望和动力在支撑；中间阶段尤其是９、１０月份，

是个特别时期，枯燥乏味，郁闷无聊，好像《手机》中费老

的辩词：“⋯⋯有点审美疲劳了！”这时就需要“一心只读

圣贤书”的坚强和忍耐。熬过了这一阵，就该冲刺了，此时

若调整不好，复习效果就出不来，容易“为山九仞，功亏一

篑”。而且这一时期身体也开始亮红灯，特别容易生病，所

以要张弛有度，注意学习和休息的调节。拥有成熟的心态，

虽不能保证“过关斩将”，最起码能使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平

静的小环境中，轻松闲适，始终处于从容的迎战状态。成熟

的心态是以合理且切实可行的计划为前提，以最新和准确的

资料信息为依据，以必胜的决心为支柱，以偏爱的娱乐方式

休息为调剂，确保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不论什么时候，我们

总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或大或小，或急或缓，处理不当就

会耽搁复习时间，打乱学习计划，影响复习进程。这些突发

的事件有些是可以预料的，比如四六级考试，党课培训，课

程设计安排以及１１月份的大型招聘会，对于这类事情，应

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和弹性的安排。在制定复习计划的时候



要灵活一些，留一点回旋的余地，先想好应对的措施。一旦

事情来了可以迅速处理，不至于乱了手脚，影响心情，一耽

搁就是几天。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却可能影响整个计划

，比如你平时复习的教室突然有课或被占成专教了，报考外

校时忘了写回邮信箱了，和寝室的同学忽然因为什么事闹别

扭了，苦苦相恋的另一半忽然离你而去了等等，在这方面受

影响的可不只一两个。我建议在平时闲暇的时间里，考虑好

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处理方法和态度，越提前越好，越清

晰越好，越周全越好。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说的是废话，可等

你经历过之后回过头来再体验考研过程的心路历程，你一定

会有同感的！道理谁都懂，可这个世界上后悔的人还少吗？ 

古语说，神伤则身伤，心轻则体轻。技术问题容易解决，关

键是你的心理。 最后对那些整装待发的考研朋友们说一句：

我衷心地为你们祈祷！无悔的选择贝丝 “存者且偷生，死者

长已矣”，几近虚脱地走出考研的战场，我忽然想起了这句

话。其实不应如此悲观，同伴说，因为还有一批“擦干血泪

，继续前行”的人。 回忆大学四年，最真实而深刻的记忆就

是考研的经历。仿佛好多年积累的事情都在这一年发生了，

点点滴滴，犹在眼前。很庆幸终于熬过来了，不论结果怎样

，我都是无悔的。因为付出了，努力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已

经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结果反而无所谓了。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穿什么衣服，去哪里吃饭

，交什么样的男（女）朋友，以至于出公寓走哪个门都得选

择一下呢。可能这样的选择已变成习惯，你没有去注意，可

是当你又一次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时：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ａ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ｃｈｏｉ



ｃｅ． 因为我们都想过美好的生活，所以总想拥有很多，总

希望能同时过很多种生活。如果既能保留保研的名额，又能

考外校，考不上还有退路多好啊！如果能去签一份好工作，

又不耽误考研复习该有多好啊！如果能上网、游戏、谈朋友

，还能考上理想的研究生该有多好啊！但事实上是，一旦你

选择了一种生活道路，就只能好好地走这条路，观赏此路的

风景，很多事情就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也不是你想怎样

就能怎样的问题了。 出发前做好选择，这样前行的时候就不

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悔恨交加，不会因为一时的困苦而悲观

失望，更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不理解而动摇。“舍得”，有

“舍”才有“得”。 问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为什么要考

研？考研对我人生目标的实现有什么帮助？我对所学的专业

热爱吗？热爱到什么程度？我的特长是什么？我的性格适合

做什么？我想过怎样的生活？成功了怎么办？不成功有什么

退路？是考学校还是考研究所？是考本校本系的，还是外校

本系的，是本校外系的，还是外校外系的？考不同地方的优

势和劣势是什么？⋯⋯不妨把你认为的利与弊分列两行，仔

细比对一下，参照自己以后的人生规划和当前的社会形势，

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和经济承受力，做一个慎重而理智的选

择，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整个的考研程序、准备，书上、网

上、师长们都会大致介绍一些，但是千人千面，每个人所遇

到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别人说的只是一些建议，供你参考

。真实的生活是要自己来过的，谁都不能替代。 考研是会结

束的，但有些事情永远不会结束。当我犹豫不决，徘徊不前

时，老师和蔼的劝导让我茅塞顿开；当我学得筋疲力尽时，

同伴一袋温热的牛奶让我感动万分；当考前３０天我因失恋



而痛不欲生时，好友真诚的抚慰让我铭记肺腑；当我临考焦

虑哭泣时，妈妈的激励让我重拾自信⋯⋯ 考研，可以使人快

速成长，如果你用心去体验这个过程。 “车辆行驶在繁华的

街道上，随时都有躲车，让车，急刹车的可能，请乘客们扶

好站稳，注意安全”，坐公车时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忠告

。其实更重要的是，上车之前先看好站牌，千万别上错车。 

考研如此，人生亦如此。考研平常心最重要子源 还记得当年

高考之前，周围的同学个个紧张异常，自己也紧张得要死。

上大学之后，觉得高考不过如此，大学亦不过如此。这高考

的经历让我领悟了一个道理：一切生活中遇到的挑战仿佛爬

山，当站在山脚下望时，总感觉眼前这座高峰是如此的神秘

于不可征服；已征服它的人又是多么杰出和令人羡慕。可有

一天当你也历尽艰辛登上峰顶时，就会长出一口气，发现这

座曾在你面前不可一世的高峰已然在你的脚下臣服了。回想

当初又何必紧张和恐惧呢？自己怀着一颗平常心，付出必要

的艰辛和努力，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呢？这样的“行为观”

指导了我整个的２００４年考研复习。 我属于那种“浪子回

头”型的考生，经历了大一、大二两年近乎消沉的生活，在

大三才重整旗鼓，偿还过去欠下的“书债”。也因此我的考

研目的很明确：我考研不是随大流，也不是以考研来向别人

证明什么，就是为了能继续学习。至于结果，考上对我来说

是个机遇，考不上找工作也未必不是一条好的出路，毕竟考

研的成败决定不了我一生是否成功。这样的考研准备，使我

从根本上预防了盲目、焦虑和浮躁等心理的出现。 目标明确

了，为了静下心来，我找了几个考研的“战友”，把自己置

身于一个与网络、游戏隔绝，只有书本常伴左右的“世外桃



源”，开始了复习生活。 下定决心就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但

刚开始的日子真难适应。每天早晨，你得比过去早起两个多

小时，背着书包去自习室占座，这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吃

饭、上厕所），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跟坐禅似的，一天三顿

饭都得抓紧吃。时间异常紧张，就慢慢学会不少自我调节的

休息方式：看看报纸、杂志，听听音乐，或是到教室外跟同

学聊聊天，都可以使自己放松下来。这都不算浪费时间，而

是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后来慢慢地适应了这种生活，觉得其

实读书也自有乐趣，是手不沾书本时所不知道的。完成了一

天合理制定的学习任务，就放心地去休息为了明天更有效率

地学习那些要拼了性命，“头悬梁，锥刺骨”，强忍着瞌睡

到一两点，装给谁看呢？还影响第二天的学习，这样的同学

糊涂！ 其实，在复习期间，真正让人头疼的，是来自四面八

方的考研信息。各种辅导班五花八门的广告和让人眼花缭乱

的参考书，怎么选择？考研就是一次考试，哪里有那么神秘

、夸张？哪里需要这样的造势运动？自己想知道的考研信息

可以到系里、研究生院或到“中国考研网”这样的官方网站

去找，铺天盖地的小道消息只会扰乱心神；听听师兄师姐说

说报辅导班到底有益无益，报什么班好；参考书要精而少，

可以和同学交换着看，买多了浪费钞票，还看不完。有的同

学报了不少辅导班，买了一堆参考书，最后都弄得自己都不

知道该看什么，该做什么，完全没了头绪，不知所措。这都

是前车之鉴啊！ 考研是平凡的，就像路边一群人围观一场小

风波，其实风波本身没什么，只是围观的人多了，就造成一

种气氛，让人感觉多么了不起，开谈不讲“考研”就落伍了

。你只管走自己的路，不被这气氛所压迫，也不要加入到造



势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考研算得上一个挑战，那么就怀着一

颗平常心，潇洒、镇定地去对付它吧！ 考研亦如爬山，我们

应尽情领略沿途的风景，体味这另类的生活。这样，考研的

整个历程将成为一种充实而有成就感的享受。所以，从某种

意义上讲，考研又是一次心灵和思想的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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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