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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6_87_c73_382409.htm 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人民大学

研究生考试拟招收名单中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我考研的全过程大概也就结束了，在这里，愿意把自己的

一些心里的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想把说说我实际复习的

一些过程，步骤。可以作为大家制订复习计划的参考。 我真

正意义上的复习，是从暑假开始的。大三的下学期我只是买

了本星火单词书看了看，同济大学版的高等数学我都没看下

去，数学的第一轮复习早在五月份就冀望于暑期的辅导班了

，我想考的是人大劳动人事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当时还不知

道会经济类统考，把复旦出版社的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

理概论看过了一遍，留了个印象（最后到复试的时候才用上

）。这一段我想说明的是如果真正认真准备的话，暑假才开

始复习也是可以考得上的，当然前提是英语和数学还是有一

点基础，我六级考试535，这分数一般，但我三年一期准备六

级的时候很认真地记过单词，英语词汇其实这两类考试还是

很多相同的，另外，我本科学的是工科。 暑假的时候，考试

大纲和考试科目公布后，我买了政治大纲解析，开始复习政

治，七月学的是政治和英语，把政治大纲解析看了一遍。上

文登学校的数学辅导班是我数学系统复习的开始（其实也许

这样不好，应该先有一些基础再去听课也许效果更好，毕竟

辅导课的节奏很快）。我很幸运，由于我上的是二班，一个

上过一班的同学笔记记得很完整，我就把她的复印了一份，

带着它去上课。由于是一个暑假的课程，内容都是几乎一样



的，我就在课上可以不用抄笔记，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

考老师的解题思路。我上的班是一个上午的，但下午和晚上

的时间不容浪费，把上午的课程在复习一遍，把老师讲过的

题再做一遍。课上的题都是精挑细选的，方法也是千锤百炼

的，一定要不打折扣地掌握，报班的钱也就不白花了。另外

，是我之前没把教材看一遍的惩罚吧，我还得每天花时间把

当天讲的内容的书上部分也看一遍，再根据我复印的笔记预

习。那二十多天确实很辛苦，但想来大家也听说过“得暑假

者得天下的说法”，我们身边必定不乏九，十月，甚至十一

月开始准备又考上了的人，但事实是更多没考上的我们没留

心在意。要把主动权掌握在手，暑假是一定要抓紧的，确实

对自己以后的复习也是个激励。早起上课，倒不一定要多好

的位置，因为其实课堂里随便哪里都看得清听得清，但不能

迟到。 暑假主要就花在政治和数学上了，当然英语是每天也

必须花起码一个多小时看看的，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能中断英

语的学习。九月时，政治和数学的体系就大概有一个初步的

认识了。由于七月份才公布，我的专业课考试改成了经济学

综合，即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考。我是跨专业考生，

在本科的课程中只学过一点微观经济学的东西，专业课到九

月时的基础也是很薄弱的。这时学习的重点放到了专业课上

面，每天的平均学习时间起码得保持在八小时以上了，我经

济学考试没有看过其他书，就认真地看指定的书目，看一两

遍看不懂没关系，真的是多看几遍就能懂了，大家一定要相

信自己只要在看，用心学，当时觉得没懂，但实际上肯定还

是有用的。经济学大家要懂得分析历年的考题，要明白它是

怎么考的。这个要自己体会，看书的过程中要想哪些是对答



题有益的。我的个人感觉是经济学考试都是主观题，要求对

一个点的知识有透彻的理解，来龙去脉都要清楚。 九月以及

十月前期的时间在打专业课的基础，数学这一大户的学习方

法就很关键了。我选择的是暑假在辅导班买的《复习指南》

，很系统很详细，我的建议是以教育部的大纲和《复习指南

》为基础复习。《指南》可能比大纲要多点东西，这个要根

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决定学习，但大纲上明显有的东西一定要

扎扎实实过一遍。其他的东西等十一月再过也没关系。英语

学习不能断，我是做阅读题，具体方法书上会很详细的。政

治我也还只是一直做选择题。 到了十月末，政治应该做过不

少选择题有一点感觉了，而数学大纲上的知识都有了一定的

认识，专业课大体的体系要有了解。 十一月，该提高了。文

登系列还有一本《解题指南》，上面的题可能稍微有点偏难

，大家应该有选择地看看，暑期班会发一个提高题的内部资

料，上面的题很好，解答也详细。另外还会发真题解析，真

题是宝贝，大家也就不用再买其他机构的真题了，这一本已

经很好，评分标准，题型分布，分析，详细解答都有。我十

一月开始做真题了。其实真题可以多做几遍。专业课要把书

再看一遍，思路要更清晰，清晰到哪个程度呢，就是看一道

真题，要知道大概要回答哪一块，那一块大致是什么样子，

只是更具体的东西不记得，第三轮背吧。十一月末要看看相

关的辅导书了，看看专业课的题怎么回答，总之这种科目是

个积累的过程，大家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一句话都有可能是有

用的到时候可以写上答案的。英语也要做真题了，真题上的

每一个单词，单词用过的每一个意思都要尽量搞清楚。我建

议选用的真题书要有阅读文章翻译的，要把每一句话都看懂



。这是前辈给我的经验，我只是做了，没有做到，但确实感

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于是我英语没有考高分。 十二月，政

治要开始看看别人的主观题是怎么答的了，有意识地开始记

忆，时事的书就随手拿着多翻翻也就够了。数学进入冲刺阶

段，做到真题上讲过的方法都会了，就是再把真题做一遍，

要把步骤写全，对自己负责，然后对照评分标准检查，切不

可觉得自己应该会做就不写了。专业课也开始“攻山头”吧

，对重点的知识要理解地透彻，遇到问答题，分析题才会回

答。英语到了这会也没有多大质变了，但作文一定要开始动

笔写，强迫自己写，有条件的话找老师帮改改。 一月份就主

要是调整心态，查漏补缺了吧，政治还可以冲刺背诵，也是

有用的。多看英语作文，数学一两天还做套题。 上述说的东

西有的是经验，有的我没做到，但确实感觉是有必要做到的

，应该说是教训。比如说英语和政治，我说得也不多，毕竟

我政治63，英语67不是高分。但我的建议确实是我的实际体

会，是教训，大家如果做到的话，会考得比我高的。数学和

专业课说得比较读，数学考了135分，就又要提到考场细心的

问题了，我感觉我是都会做的，专业课的分数是115，要提出

的是2007年那一道信息不对称的题我在考前的冲刺中忽略了

，原因是它处在书的最后面，这是个教训。同样有道题，是

政治经济学的，问政经的研究对象，是在导论中的，有很多

同学也没有答好，说了这些，想来大家也应该有些感触和打

算了，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祝大家在考试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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