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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5/2021_2022_2008_E8_80_

83_E7_A0_94_c73_455453.htm 对于如此重要的考研专业课，

我们应当如何制定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合理而又行之有效的

备考策略呢，下面给大家明确一下专业课全年备考所需学习

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按时间分布的详细计划。 专业课的复习与

公共课的复习有很大差别。公共课有非常明确的学习目标，

因为教育部颁布的考试大纲为大家精确界定了复习的范围。

而专业课极少有明确的考试大纲，但专业课同样需要圈定复

习范围，锁定考试内容，然后有的放矢的进行复习。 1.专业

课全年复习资料 第一：指定参考书目，指定参考书目可以从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获得，这是一定要看的。很多名校热

门专业根本就没有指定参考书，比如人大企业管理、北大生

物化学、传媒大学新闻学基础等等，这些专业虽然没有具体

的指定参考书目，但是参考教材还是有一定的范围，这些信

息，考生可以找目标院校目标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进行咨询。 

第二：历年真题，历年真题考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

这些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很多考生历年试题做了几遍也不知

道正确与否，也就是说试题解析最关键。通过真题学习到的

不单纯的是那几道题目，关键是考生要通过真题把握专业课

考核的重点和难点，掌握目标院校目标专业的标准答案答法

。 第三：相关考核科目的笔记讲义，这些是指目标院校开设

的与招生专业目录里考核科目相同的本科基础课程的讲义、

笔记。因为很多同学是跨校跨专业考研，没有机会来目标院

校听课，所以笔记就弥足珍贵，尤其是命题老师或该研招单



位学科带头人的课程讲义。当然，有些学校开设的研究生阶

段的相关课程也很是重要，有精力的同学可以参考学习。 第

四：未来导师的论文，假如考生已经锁定了某个导师，那么

这个导师的近期发表的学术论文对考生的复习有着极大的参

考价值。即便是没有确定导师，该研究生招生单位具体学科

相关教授的论文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为一般真题答案会

跟这些论文里的学术观点密切相关。当然，论文也不能全部

都看，看看那些跟考试有关的论文即可。 第五：未来导师的

专著，有的老师的专著可能不是指定参考教材，但是看一遍

，掌握里面的某些学术观点，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是

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2.专业课看书方法 (1)走马观花

法 较适合有指定参考书的第一轮阅读。刚开始看，很难把握

重点，看的太细，会浪费时间。而且，第一遍看完之后，往

往都是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细节部分是很难记住的。目标

：短时间内对专业课内容有一个全局的把握，以利于第二遍

的深入阅读。对于跨专业考研的人来说更为重要。 (2)笔记法 

看完一节或一章，对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尤其是把重要的知

识点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出来，列成条目再复习时节约时间，

记忆起来更为容易。更何况老人有言：手过一遍，赛过口过

十遍。笔记法能加深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3)提纲挈领

法 除了熟练掌握各知识点外，还要注重各部分基本理论知识

的内在联系，将基本理论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

地，零散地。点串成线，线连成面。各章节之间的融会贯通

更为重要。因为专业课试题的最后一道大题往往涵盖的内容

和跨度都很大，各章节中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内容基本上都

要答到。 (4)抽取题目法 对各知识点进行总结，总结的多了，



可以按照真题的出题模式给自己出一些有跨度的题，把平时

看书和论文上的内容都可以融和进去。 (5)回忆法 平常学习要

注意知识得系统化，并重点突出地进行复习，不可以“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此刻利用专业课参考书目录来回忆复习

内容，尽可能的把复习内容回忆出来；然后再对照书本，找

出遗漏的部分重点记忆。把书本“由薄到厚”，再“由厚到

薄”即整本书甚至每一门学科的知识在脑子里系统化、归整

化。 3.专业课复习误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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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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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育部严禁学校官方组织考研培训，

所以以前的一些老师转向与大型社会考研培训机构合作)，里

面肯定有一些命题的信息。但是盲目地去听本科生的课有时

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一来时间拉的太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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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

时要注意尽量先全面扎实地掌握课本知识，不要盲目猜题。

在掌握了全面扎实的基础知识之上，再考虑拓展知识面。及

时总结、把握书中的重点、难点，多做笔记进行专题整理。

根据一些重要的原理性知识，结合考试的热点和难点，重点

突破，同时列举自己不是很熟悉的知识点，一个一个问题解

决它。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有助于专业知



识的系统化和融会贯通。分析历届试题，发现其规律，把握

出题老师的思路，根据题型，有针对性的复习。这样会为你

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文科性的考试同学们可以经常

翻阅一些与专业相关的杂志、期刊，关注专业动态。还要注

意对所报考学校所持学术观点尽可能了解得深一些，多一些

，倾向性强一些，否则就有可能在考试批卷中吃亏。理工科

学生一定要重视实战性训练，考前强化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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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