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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2021_2022__E8_80_83_E

5_89_8D_E7_AA_81_E5_c67_492512.htm 考前第一招：教材到

底应该怎么看？ 书到底怎么看，有些同学考完考试之后，教

材还几乎是新的，这很难想象他们能顺利通过考试，我个人

认为：“书读三遍，其功自成” 第一遍 泛读 先翻开目录，仔

细看一下分布，了解全书的结构，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教材的

脉络，然后再开始阅读。泛读的意思就是并不要求一定要把

看到的内容都背诵下来，只是做到有个印象，理解性的记忆

。然后要到网上去找些资料来抓重点。网上自考的资料非常

多，但串讲资料的质量却相去甚远，有些是教授多年的教学

经验总结，有些是自考同学自己整理的重点笔记，其实我认

为，一份资料的优劣并不取决于整理者的水平，而更多是取

决于这份资料对整理者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自考

同学整理的资料反而比较受们给的资料更“好”，无非是多

用了一些心思而已。而如何分辨资料的好坏，以免浪费宝贵

的时间，就成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资料的好坏，

分辨起来很简单，拿出整理好的考试重点分布表，看一下这

份串讲的涵盖情况，如果有一份资料如果他的内容涵盖了一

次考试90%的内容，这是否是一份好资料那？我个人认为，

他可甚至可能不如一份只覆盖每次考试70%内容的一份资料

，因为使用这种资料复习的风险太大了，万一资料有些偏颇

，情况就很糟糕了，虽然总结精简是必要的，但有时候也不

能一味求简，这样很可能本末倒置，反而加大了考试的风险

。根据你已经整理好的分布表与串讲资料对照，把该补充的



知识要点，画在书上或写在旁边，如果地方不够可以写在即

时贴然后贴在旁边，就样就可以勾划出全书所有的考核重点

，通过这种方法，把一些不重要的内容剔出去，将为下一步

的背记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遍 背记 第二遍阅读的主要目

的是背记，把没有必要的连结性内容去掉，只勾画重点，总

结核心词汇，会很有利于记忆，比如：邓小平理论中的一道

题目：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 答案: 1、有利于建立

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

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综合国力。 3、有利于扩大就业，缓解

我国就业压力。 4、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 

则可以缩略为，问题：三产意义 答案：1、市场体制 2、经济

素质国力 3、就业 4、生活水平。题目一定要记住，免得出现

最后背了很多题目，背混了的情况。但有些同学一定会问问

，答案的第一点，为什么不缩成 完善体制，缩略成 市场体制 

就没有动词了，其实最开始我也是这样缩略的，但后来发现

不太实用，因为一般这类考题，只要要把方向把握对了，换

词是没有问题，比如提高，可以改成增加之类的词汇，只要

不写成反意词，一样是满分，所以没必要浪费宝贵的记忆力

。然后把这些努力把这些重点背记下来，有些同学喜欢默记

，我的建议是最好能朗读或复述背记，因为人体对声音的记

忆时间远比对文字的记忆时间要长很多，所以我建议如果

有mp3的同学可以用mp3录下自己的朗读，然后没事的时候可

以常听听，尤其是英语这类的科目，对加深印象非常有好处

。但如果还是感觉自己个别题目背的不好，就在旁边标注一

下，为下一次的阅读提供依据。 第三遍 查缺补漏 最后这一遍

看书，一般是在考前，有些同学甚至是提前到考场门口复习



，这一遍要把前面的已经背记好的内容再看一遍，其他没有

标注重点地内容，也再快速浏览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而对

于刚才画下来的，不太好背的的题目，可以利用短期记忆的

方法，自考规定迟到半个小时之后才不许入场，如果你够沉

着，可以在考场外拿着总结好的题目一直背到发卷子，然后

再进入考场，拿到卷子马上翻后面的答题，看看有没有这些

题目，如果没有就放心了，如果有，就赶紧趁热打铁，把他

们答上，当你写完答案，一看至少有5分入手的时候，该是一

种什么感觉啊！当然理工类的也可以一样的，把一些难记的

公式和三角函数值之类在进场前最后背一遍，然后进去就马

上写在草稿纸上备查，用不到就算了，如果刚好考到，岂不

是白捡来的分儿嘛。 通过三次的复习和背记，相信整本书的

重点都已经清晰的记忆在你脑子里了，不管考试出的有多么

偏多难，对于其他考生来说也是一样的，你只要好好发挥，

就什么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你的，到此，我的考前复习三招已

经全部传授完毕，希望同学们都顺利通过考试，取得理想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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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