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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不同 第1阶段基础复习阶段 对学校制定参考书目进行“

地毯式”学习一遍。这期间，考生要做到对每一个知识点都

理解，重在理解，不需强制记忆。目标是对所考核科目建立

一个宏观知识逻辑框架，对每一个知识点做到认识、理解即

可。 第2阶段：强化复习阶段 这个阶段，考生要做的是，首

先，勾勒出一份属于考生自己的专业课考试大纲。考生可以

根据三到五年的历年真题，采用从题目推到知识点的倒推法

，在考生所用的参考书目上把所有曾经考到的知识点全部标

注一遍。考生就不难发现，有一部分一次也没有被标注到，

这就是非重点，可以在以后的复习中大大压缩花在它们上的

时间，甚至不看；有的知识点被标注了很多遍，这就是重点

，要强化记忆。这样一来，考生就缩小了复习范围。 在这个

基础上，考生要结合该大纲进行长达三个月左右的强化复习

。目标是将重要的知识点理解、记忆、掌握、应用。在这个

阶段，考生还得密切联系自己目标院校、目标专业的老师，

尽一切可能掌握各种考试相关信息，以利于全面复习。记者

走访了一些考研的学生，一个去年报考北师大失利的考生表

示，因为自己有三年的媒体经验，在专业课复习中，没有重

视，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英语上，结果没想到自己的专业课

离及格线就差2分，只好今年重考一次。 第3阶段冲刺阶段 这

是在考前4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要培养考点意识

，学会用标准的答题方法解答相关问题，多做模拟试卷，进



一步归类整理总结。在保证重点的前提下，兼顾零散知识点

。 特别提醒：避免专业课复习四个误区 1.走进两种极端 一种

是拿到书就背，在理解方面浅尝辄止，另一种就是纠缠于每

一个细节的理解，浪费时间，丧失重点。 2.盲目补充资料 参

考书都没有搞懂，就补充太多的专著性的资料。 3.大量听无

意义的课 现在一些学生为了考研，还专门跑到目标院校去跟

着研究生上专业课，其实这样并不可取。建议学生如果有时

间的话，可以听一些重要的课程，尤其是本校老师针对考研

所开的课是非常好的。但现在教育部再次强调，严禁研究生

招考机构办各种官方的考研培训。但记者了解到，以前做此

类培训的老师今年转向与大型社会考研培训机构合作开办专

业课辅导班。 但盲目地去听本科生、研究生的课，实话说来

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来时间拉得太长，浪费时间；二来给本

科生讲的课不是针对考研的，好些前沿的问题都一带而过，

而这些东西往往是考研的重点所在。 4.把希望寄托在押题上 

一定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去猜老师出题的重点，因为在某些看

上去阐述的文字并不是太多的地方，也可能出大题。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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