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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虑到政治本身比较简单，因此我并没有花过多的时间

去复习，但最后却意外地考出了85的高分，因此觉得有必要

把当时的复习过程和方法好好总结，把经验写出来给大家分

享。 大家知道，按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指导思想，并不想通过

政治这门课来难为大家，因此并不像数学、英语那么重要。

事实上，我至今没有听说过有人（至少是认识的人）因为政

治成绩被卡而没有考上的。但为什么我们还需要重视政治复

习方法笔者认为，考研复习是一场系统的战役，它要求你在

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四门功课的复习，取得尽可能高的分数

。因此，对政治、专业课这种相对不太重要的课程上，如果

你方法得当，在获得满意分数的前提下花费的时间较少，相

当于你就为其它重要课程或薄弱课程的复习节约了时间。因

此，我经常强调的观点是，考研复习是一盘棋，每一门课都

需要认真对待，最终目的是在保证每一门课单科上线的基础

上，争取最高的总分，这就是所谓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对

政治这门课来讲，怎样才能花最少的时间获得最高的分数呢

？这个问题，我想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是，我想我的经历也

许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和启示。 复习原则：跟定任汝芬 我这

不是给任老师作广告。至少，我接触的人（包括我妻子）中

，绝大多数是认同任汝芬的，大多数人都使用的教材，上他

的辅导班，最后考出了满意的成绩。我想，至少在西北甚至

是西部地区，任老师的优势还是绝对的。 任汝芬团队拥有丰



富的考研政治辅导经验，他们编写的复习资料也相当的系统

，并能够时洞悉考研重点和热点的变化。 因此，从我的经历

和周围反馈的信息来，考研政治的复习，只需要被任老师牵

着鼻子走，在他的指导下按部就班复习，就可以在较少的时

间内获得较高的分数。 复习资料 主要复习资料就是任汝芬的

四本书，也即《任汝芬政治复习：序列之一、二、三、四》

。事实上，任汝芬一共编写了五本书，在暑假期间还有本“

序列前篇：高分指南”（大概是这个名，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有，至少2005年时是有的，当时我买了一本），我个人觉得

这本书的广告性质比较浓厚一些，没有太多的实际用处，因

此建议大家不用买。 同时也推荐一些辅助资料。在考试前夕

，有的人怕听信一家之言有一定风险（我当时也有这种心理

），也可以看看其他老师的书，比如陈先奎、赵宇等名家的

预测题，包括大题和时政。看他们的书主要是略看，看看还

有其它什么重要的知识点还没有引起重视，这可以作为任老

师教材的补充。就我的经验，看了好似没有太大的用处，但

心里会踏实一些，这当然对考试仍然还是有帮助的。 复习过

程 一、预热阶段 我在前几篇博文中都曾提到过“预热阶段”

的概念。事实上，所谓预热阶段，就是以一种“休闲”的心

态浏览复习资料，此过程中并不急于求成，不规定或计划每

天的进度，就是凭兴趣，好似在看新鲜，看热闹一样。以这

种心态看书，可以调节复习其它科目造成的疲劳，又可以熟

悉知识点，为以后的“式”复习打下有益的基础，因此它兼

有休息和学习的功效。本人在一二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一

直保持这种“休闲”式的学习方式，甚至还有在厕所看书的

习惯，就是这个道理。 政治的预热阶段，从打算考研时就可



以进入，用来预热的资料可以是课本，可以真题，也可以是

任汝芬序列一（要点精编）。反正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

看哪里看哪里，想看多少看多少，记住一句话，看了总有用

，权当休息。 当然，什么时候结束“预热阶段”，应根据自

己情况而定。如何权衡，应该参考笔者对后续阶段任务的叙

述，前提是你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后续的复习内容和

任务。 二、理解记忆阶段 进入这个阶段，就吹响了“正式”

复习的号角。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认认真真地把任汝芬

的序列一（要点精编）看（至少）一遍。看的时候应该注意

记忆主要的知识点和理论框架，同时也要加强理解。当今的

考研政治，光靠记忆是无法题的，理解很重要。 如同我先前

介绍的数学复习经验一样，政治也要在书上做笔记，比如划

出重要知识点，写出自己的理解，等等。这个过程可以加深

自己的记忆，深化自己的理解。 请大家注意，我前说的是“

认认真真”把序列一看至少一遍，这事实上要求大家要看进

去，要理解，要记忆，也就是要起到预期的效果。至于看一

遍还是两遍，应该根据第一遍复习的效果，参考自己对相关

知识点和理论框架的理解程度而定。笔者当时只看了一遍，

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是看进去了。 三、应用训练阶段 对序列

一复习一到两遍后，序列二（名字我忘了，这本书主要是各

章练习题）差不多也该出来了。这本书事实上更加重要，通

过序列二，可以将从序列一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题目中去，

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并加强记忆。 我认为，这本书应该至少

要做（看）3遍，其中客观题目要做，主观题目是看。 第一

遍：对客观题目，逐题做一遍，用铅笔轻轻勾划，做完一章

后再对答案，在错的题目前作标记，统计自己的正率，同时



应该尽力理解和默记正确答案。有的题目，做题时可能没有

把握，答案也许是猜的，如果是猜对的，也应该做标记（区

于错题的标记），因为这类题目你并不是真正的掌握了，做

好标记可以引起今后的重视。这一遍的正确率一般是不高的

，60％～70％就不错了。对完答案后，用橡皮擦去勾划的记

号，以避免在做下一遍时产生干扰。对主观题目，则好好看

一遍答案，并试图理解和记忆，看完后再回忆一遍答题的思

路和主要框架。这样把整本书做（看）完一遍后进入第二遍

。 第二遍：方法同前。但这一遍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正确

率也不会增加多少，因为我说过，考研政治理解和应用的成

分较多，第一遍做错了，尽管你看了正确答案，但过一段时

间后，你完全可能再次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要做几遍的原

因。这一遍也要对答错或猜对的题目做好标记。标记应该采

用累计的形式（比如第一遍错了，划个“×”，第二遍又错

了，再划一个“×”），这样可以记录下你的进步，可以看

到哪些题目是“钉子户”，不容易掌握。对主观题目，由于

你已经看了第一遍，有了一定的印象，因此在看到题目时不

急于翻答案，而是先想一想该怎么答，然后再看答案，看完

后再回忆一遍，这样可以印象深刻一些。这一遍中，对尚无

思路和觉得难、或者重要的主观题目，也应做好标记。 第三

遍：由于时间关系，第三遍不可能像前两遍一样“挨个放血

”。这时候，书上没有任何标记的题目基本上可以不管了，

就只做错过的，猜过的客观题，以及看做过标记的主观题。

根据做（看）题的情况，再次筛选一些难题进一步做标记，

留着最后攻关。 临阵冲刺阶段 有了序列二的三遍复习，此时

你对政治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知识点和理论。进入临阵冲刺



阶段，应该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一、利用序列三、四，进一

步做题、看题。任老师的序列一、二均是全面的复习资料，

而序列三、四则逐渐突出重点，并加入时政内容。因此，在

复习序列一、二的基础上，认真复习序列三、四，可以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方法前面已经介绍较多，这里就不赘

述了。 二、有条件的话，可以去听一下任老师团队的点睛班

，大概50元（含资料），就半天时间。我当时花30元买的二

手听课证，冒着大雪去听了，觉得还是比较有收获。点睛班

上，任老师将再次缩小重点（或预测）范围，而这个范围一

般还是比较准的。 三、查漏补缺。在复习好预测重点的基础

上，有空再翻翻前面看过的书，把以前错过（尤其是老是错

）的题目在看看。再有空，可以在看看别的辅导专家的预测

，检查自己是否都掌握了，如果遇到自己一点没有反映的题

目，则重点看看。做好前面三件事情，你就可以从容参加考

试了。 对押题的看法 我已经多次指出，考研政治重在理解，

在综合应用。单靠死记硬背是无法取得高分的。以时政为例

，翻开过去的考题可以发现，考研政治题目中绝对没有像“

×年×月×日， （领导）访问××国家”一样的中学生考试

题目，而最典型的是“×年×月×日，××领导会见××国

家××领导时指出⋯⋯，××领导的话说明了什么？”。这

就是理解，这就是应用。因此，在考研政治复习中，理解和

应用应该贯穿整个过程。 关于考研政治辅导专家的五花八门

的预测或者押题，我认为对客观题目还是比较准确的，尤其

是任老师的，2006年我考试时，遇到的客观题目大部分都是

任老师资料上出现过的。但就主观题目而言，06年没有任何

一家完全命中一道题。但其中使用到的知识点和理论框架倒



是有人强调过。因此在主观题目复习过程中，应该结合专家

们的预测，重点记忆和理解书上重要的基本理论和框架，比

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的关系”等等，类似的观点被用来分析一些实例的几率比较

大。 综合上述，我们应该科学地对待专家的预测。客观题目

，我觉得紧紧抓住任老师的复习资料就没有问题了；主观题

目，应该在预测题目的基础上，记忆基本理论和知识点，同

时更要注意学习和理解别人答题的思路。光靠死记硬背的话

，在考场上将会大失所望。 关于考试技巧 正如我在英语复习

中强调的，主观题目的书写质量，将会对自己的得分产生很

大的影响。06年我参加考试前，有朋友去听了赵宇老师的讲

座，交流后觉得他对书写质量的强调以及建议比较有用。他

强调，主观题目的答写，应该“充分表达你对分数的渴望”

，在任何的小处都认真对待，让阅卷老师体会到你的认真态

度，这时他没有办法不给你高分。我们也可以想像，阅卷老

师每天要判n多试卷，其中大部分都是乱七八糟（很多人在重

要考试中都不会有足够的心态进行工整的书写），早就烦透

了，这时如果有人的试卷让他眼前一亮，你自己就可以想像

他会怎么给你的分，我就不多说了。赵老师的建议很细，比

如一道题的每个部分该如何写，写多少字都有规定，我个人

觉得这有点过了，不过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听听。我觉得最

有用的技巧是：考试是带好铅笔、直尺，答主观题前在答题

的空白区域画一个方框，力度不要太重，可以看见为度。答

题时，严格写在方框内，这样写出来的答案整体效果较好，

并且阅卷老师能够看到你的方框，会感受到你“得分的欲望

”。 在提高书写质量的同时，还要注意答题的内容质量。建



议大家答题前先理清答题思路，即要摆出所用的理论和知识

，又要利用它们进行分析。注意篇幅的控制，在条理清晰的

前提下，多一点没关系，但绝对不能少，少了得分肯定会低

。赵老师的方法是，假设你没有办法写出更多的东西了，你

不妨把同一个意思通过变换句式的方法多写几遍。典型的做

法是，先从正面说几句，然后又从反面说几句。例如，说完

“如果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再说“如果不怎么样，又会

怎么样”，等等。 大家放心，政治的答题时间是足够的，我

当时非常仔细地答题和书写，结果还提前了半个小时完成。

我觉得我能够得85的高分，和上述答题技巧还是有很大关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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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