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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名言”：“学政治，光靠背是不行的，但不背是万万

不行的。”但作为07年考研大军中的一员，我有着不尽相同

的经历和体会。我没有专门背过任何知识点和题目，在最后

的考试中，我取得了80分的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并不高，

这里面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我今天写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把

我这些经验和教 训与大家分享、交流，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帮

助。 首先必须申明三点：第一，我没有背政治，并不是我当

时的主观决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冲刺阶段

，数学和专业课的压力已经不允许我留给政治什么时间，不

背这种做法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性，也决不值得效仿。其次，

不背绝对不意味着不学。恰恰相反，我觉得政治是一门需要

平时用功的学科。只是和数学、英语相比，它比较简单，需

要的时间相对较少，相对于其他科目而言，政治拿分是最有

效率的。我尤其要强调的一点是，政治是一门以理解为基础

的学科，如果不理解，注定不会有满意的成绩。第三，我的

经验原则上可以应用于一切学生，因为考研复习之前，我的

基础和大家一样，都是0。 我在政治上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

间，从9月起，到十一月初。每天用饭前饭后的一点零碎时间

。具体的学习方法是这样的：准备工作：红宝书一本，习题

集一本，还有下载的视频或音频(关于这些资料本身的作用和

选择，我会在接下来的几段分别讲)。第一步：略读。略读红

宝书一遍，然后略读习题集上的题干(注意：只读题干)。第



二步：听课，也就是视频或音频，在红宝书上作笔记，把重

点和红宝书没有的知识点记录下来。同时，把读红宝书的成

果进一步细化。第三步：做题，查错。疑点、难点返回红宝

书细读，再有疑点、难点就返回第二步，有选择地重听课件

。这个过程听起来复杂，实则有效。经过这三步，我对政治

每科都形成了知识架构，而且，客观题一般情况下对我已经

形不成障碍(后来考试前没怎么复习，忘了不少，寒!)。 关于

辅导班。网上关于辅导班的讨论很多，但对于初次考研的同

学来说，仍然会有如下误解，即辅导班的作用就是划重点、

押题。我觉得，辅导班的作用只是加深对知识本身的理解，

提供一些思路上的指导，仅此而已。也许你要问，那我上辅

导班有用吗?我可以肯定地说，有用。当然，如果你平时基础

足够好，或者像网上一些牛人一样理解力超强，自己看书就

能考90分的话，你是不用上辅导班的。但如果不是的话，我

建议你还是听一听，报名是完全不必要的，网上免费资源有

的是，而且可以自由选择课程，自由安排时间。 关于辅导班

老师，总的说来，哲学和政经要听讲的好的，邓论和毛概要

听押的准的。哲学我强烈推荐李海洋。他的课可以让你一开

始就对这门学科有一个整体的理解，而这对学习哲学是相当

重要的!我建议李海洋的强化班和冲刺班一起听，这样会感觉

更好，冲刺班听去年的完全可以，哲学的变化不会太大。听

完的感受是条分缕析，都可以归结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很

好很好。很多人喜欢张俊芳，她的课我也听过，总体来说感

觉学起来比较累，好像把本来连在一起的知识分成一个一个

背诵点了，当然,通俗是够通俗了，还是不喜欢。鲁生的课也

听过一些，尚可。政经，我听了两个老师的：包仁和徐之明



。我的看法是最好两人的课都要听。包仁的课系统全面，应

试价值很高，但是风格比较枯燥.而徐之明的课生动幽默，有

深度，有水平，是我喜欢的风格。两人的课有互补的效果。

至于毛概和邓论，随便哪个老师吧，总体感觉听老师的都不

如自己看书。另外，齐鹏飞的毛概和包仁的邓论千万不要听

，一点用处也不会有的。(齐侃的内容和知识点毫无关系，包

的邓论重点太多了!) 关于资料的选择。网上同样有很多针对

红宝书的讨论。我用的感觉是尚可。其实，市面上各种讲义

、教程的篇幅都和红宝书差不多，坦白地说，这个篇幅，知

识点不可能全。即使再厚些的书也不可能全。但覆盖率一定

可以达到95%以上(除当代和时势)。所以，如果你不是想考90 

，用任何一本都是可以的，但是红宝书可以减少你时间资本

投资。如果你想考90 ，我觉得应该看高教社的《考试分析》(

不是红宝书)，加高教或人大的课本。其实我在十一月以后，

知识点基本已经打通了，看任何一本书感觉都是一样的。 关

于习题集。我当时用的是徐之明的《梯度实战训练题全集》

。选择的初衷是这本书政经部分真的很爽很爽。虽然偏难，

但做完之后绝对有高屋建瓴的感觉。此书的缺点有二，一是

第一部分没有解析(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开始

不得不从第二部分开始看).二是哲学部分超烂(晕，好像总的

说来是买打眼了)。因为哲学超烂，后来我又买了恩波的1200

题，那本哲学还不错，推荐。但是政经不推荐。关于总的习

题数量，我觉得客观题15002000道是合适的。但市面上无论

是1600题、2000题还是2200题我都没做过，不便评论。至于毛

概和邓论，每本都差不多，邓论我印过肖秀荣讲义里面的题

，挺基础的，不过确实不错。 关于押题。有人说应该信，有



人说不该信。我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客观题考的都是知识面

，说押中多少都是骗人的。但主观题有所区别。我考试前买

了肖秀荣的四套卷，考试时发现，五道大题(当代那道看都没

看)中有四道被他押中了，不愧是命题组下来的。事实上，对

大题的复习一定要有针对性。比如，肖秀荣暑期给了十五道

重点大题，和最后四套卷里的题并没有什么区别。这说明，

不要相信所谓信息，但命题绝对是有规律可循的。还要澄清

一个观念：不是谁讲得好，谁押题就准(如徐之明、齐鹏飞押

题，用李海洋的语气说就是：他们押的题啊，我说啊，真有

后现代风格啊!)，相反，讲课很垃圾的人押题也许会准(肖秀

荣的课就基本属于不能听的那种)。 关于最后冲刺，我其实是

最没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别人都在狂背政治的时候，我却不

得不在数学和专业课的题海里苦苦挣扎。但还是有一些微薄

的体会。一是关于冲刺班，如果你不是那时才刚刚开始看政

治，可以说，冲刺班的作用是0!押题也不准，知识点串讲也

不全，毫无必要，浪费时间。但第一轮听强化班的时候，可

以结合去年的冲刺班听一听，主要听答主观题的技巧，还是

很有益处的。如果你平时复习的还可以，应该针对自身特点

制定复习计划，比如说，系统地做一些以前错过的题，再整

理一下做大题的思路(李海洋的冲刺班总结的就很好)，当然

，适当的模拟也是必要的。至于背诵，我觉得一定要有针对

性，像启航20天20题那种人人都背的资料，我倒觉得不如肖

秀荣四套题来得实在。并且那些资料往往思路过于复杂，有

误导你的可能。当然这些都是我当时的愿望，没有实现。我

唯一比较庆幸的是，听了李海洋的答题方法，买了肖秀荣的

题。即使这样，肖秀荣的题也只是混个脸熟而已，没有真做



。 关于答题技巧，我觉得客观题是没有什么特殊技巧的。做

客观题的水平取决于平时的积累，一方面是知识的积累，一

方面是答题感觉的积累。到了考场上，感觉通常就是：会的

题就直接往上写，而不会的基本是打死也写不出来，尽早处

理掉。还有个别题是本来会，因为缺少系统复习，后来忘了

，相当郁闷。郁闷也没有用，想是想不出来的。所以平时的

复习一定要全面到位。主观题则不同。答主观题最重要的一

点是，要明白题目让你答什么知识点，至少也要有一个大致

的方向。这一点解决了，具体知识倒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重要

，只需要按感觉往下写就可以了，每个知识点写3-4行，然后

重起一段写下一个知识点就OK了。命题造句。这一点我的经

历可以证明：我是提前一个小时交卷的(因为没做过模拟题，

时间没控制好)，有的大题写满了才发现某某要点再写上这样

两句话就更好了，可试卷上已经没有空白，只好放弃。考完

本来以为大题要往下拖分，可没想到的是，真正往下拖分的

恰恰是客观题。这说明，真正决定你分数档次的还是你平时

的积累。 以上就是我政治复习和考试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希

望与朋友共同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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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