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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办？学文科的怕数学怎么办？ 解小平：本科就读于中央财

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考取2007级本校本专业硕士研

究生。 搜集近10年的真题 很多考研的同学面对专业课的考研

参考书时十分迷茫，不知道什么是重点，复习时时间分配上

就不合理，经常浪费时间，最后效果也不好。根据我的经验

，每年的专业课命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很多章节和知识

点是隔几年就会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具体寻找复习重点

的方法就是，搜集近10年的真题，然后仔细按照名词解释、

简答、论述、证明、计算等题型去总结出要考查的知识点，

这些考题里叠加重合的部分一定是老师们认为重要的，比如

完全竞争市场这个知识点就曾多次在历届真题里出现，但最

近几年又出现的时候就变化了新的角度，需要你熟练地掌握

它的本质核心，才能触类旁通。 下功夫把书看透 现在很多考

研辅导班都开设了专业课，比如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

辅导班，但我发现那些辅导大多是基本概念、理论的一般性

讲解，对专业的提高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关键还是自己要

下功夫把书看透，办法就是多读几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嘛。我当时通读了4遍，但千万不要只是干坐着翻书浏览，应

该认真边看边做笔记，把自己不太理解的地方记下来，复习

就有针对性了。 西方经济学里最难的就是证明题和计算题，

我建议不要盲目做过多的辅导练习题，倒是应该仔细研究参

考书里的证明过程、分析过程，把那些图表理解了，考试时



就心里有数。我们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考试80%的内容都在参

考书的课后练习题里，所以看书时要把课后题弄透记熟。 本

报通讯员 任芬 李斌 吕冬冬：本科毕业于北二外旅游管理专业

，现为人大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初试总分372分，其

中专业课124分。 我没去钻研难题 去年8月底，人大研究生考

试改革政策出台，经济学专业只需考经济综合即西方经济学

和政治经济学，恰巧这些都是我们本科学过的，当时我觉得

很幸运，感觉胜率又增大了很多。 本科的时候，我经常看一

些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专业基础还打得不错。复习西方经济

学时，我主要以《考研真题详解》经济学分册作为复习指导

，当中的题型很全，解答分析也很详尽。当然，具体到答题

方法，每个学校的要求都不尽相同。在一个专业课辅导班上

，我得到一位老师的指点，“除了计算外，其余题目都按照

答论述的模式去答，尽量写得详尽一些。” 我对复习难度掌

握得比较恰当，没有花太多时间去钻研难题。此外，阅读考

研目标学校的相关杂志报刊也是很管用的，得益于师兄师姐

的点拨。 数学我花了大功夫 数学上我花了很大功夫。因为我

是学文的，我们专业课程中的数学都学得比较简单。从决定

考研起，我最先投入复习的就是数学。我在我们学校隔壁的

中国传媒大学跟随计算机专业听了一个学期的高等数学和线

性代数，这个课程的难度相当于“数一”的水准。经过了这

样一个扎实的学习过程，我再回过头来复习“数四”，有一

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顿时觉得轻松很多。 向长辈讨教面试经 

复试很重要，早在去年4月份，我就开始为复试打基础。那时

，我特意来到人大旁听了师哥师姐的复试，陪他们一块儿在

复试教室门口，提前了解复试的流程和内容，还厚着脸皮向



他们要了联系方式，后来事实证明这点完全是必要的。 复试

前两周我去听了几次国际贸易研究生的课，不过我并没有主

动去和导师打招呼，而是默默地坐在位子上认真听老师讲课

，老师当时也只是多看了我两眼而已，并没有对我过多留意

。到了复试那天，当我进到考场再次见到这位导师时，他似

乎想起来了那个认真旁听他课的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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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