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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86 报考辽宁师范大学 人们常称踏上考研路程好似一只即

将涅磐的凤凰，只有经过烈火的历炼才能够变得更加灿烂。

但是这条艰辛的路程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深知其中的艰难

与困苦。 在刚刚决定考研的时候，很多人对如何复习备考其

实都是十分茫然的，特别是对于政治，虽然从小学学到大学

，但到底考研对其有着怎样的要求大家心里都是非常不明确

的。于是很多同学都报了辅导班，希望通过专业老师的指导

来使自己有个飞跃。我也抱着相同的心态，报了政治辅导班

。08年考研成绩揭晓时，我的政治考了86分，虽然不是特别

高，但我对这个成绩已经十分满意，因为正是由于我的政治

成绩比较高，才让我在考研中多了一份成功的机会。回想起

当初的复习，我有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广大

备战考研的同学有所帮助。 一、一定要把握住不同学科的特

点，然后区别对待。 考研政治的六门学科，虽然整体为一个

体系，但是各自的特点极其鲜明。 首先是马哲，这门课用任

老师的话概括，可用一个字描述活。这里的基本概念很多，

不可以死记硬背，应该把概念和原理结合起来，并反复比较

。此外，对马哲中的重点部分，也就是核心内容，即世界观

、唯物论、辩证法，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涉及

到整个考研政治的理论基础，并且如果能融会原理于笔端，

则对答题得高分有很大的帮助。当然，马哲社会主义部分也

很重要，但由于较易掌握，所以不用太担心。 马经，这里的



概念和哲学部分相比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理解的难度上

，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个人认为，马经的第一遍听课(或者是

自学)，一定要仔细。在此基础上，趁热打铁，能将马经浓缩

得很紧。以A劳动价值理论，B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理和C资

本的运行三章为例，在A的基础上，首先贯通B、C的内容，

然后反复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这里对概念的理解一定要精

准，把握住概念的前提与范围，再揉合到章节之中，就会记

得很牢。 毛概，可以用“全”来描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每一个阶段都要了然于心。

要想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不过，我觉得常红利老师对

毛概所概括的几句话和几页框图，能帮助我们省下很多精力

。这一点，我受益匪浅。 邓三论，是考研政治的精神中心。

考研中的很多现实问题，，可以分模块来学。另外，有几章

其实只需略知即可。 时政部分，不可忽视。特别是每年中央

讲话的精神，要特别留意。不过，这一点，我觉得辅导班完

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透过研究序列之三、之四，基本上可

以囊括考研命题。 世经部分，可以留在考之前学习。这里的

内容虽然很多，但原理确不难把握。主要是掌握经济全球化

和世界多极化的浪潮，以及中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政治

和经济的见解。 二、是要理解与背诵并重，理解是基础。 一

提到政治，大家都说“背” 政治，仿佛只要背了足够多的东

西，到考场上洋洋洒洒一写，就水到渠成了，其实这是学习

政治的误区。有很多东西，包括整理出来的那些资料，其实

只是背景知识，是不需要死记硬背的，即使都写到考卷上，

切不到点一分也没有，切到点再多话也只是一个知识点的得

分。答好政治的前提是真正理解知识点，并学以致用。举例



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较

难，因为前者出题灵活，后者不好学，在学习这两部分时，

注重知识框架的整体构建，比如哲学包括唯物论、辩证法、

认识论、历史观几方面，我会把每个大标题下都有什么原理

和内容写出来，并尽量联想这些原理体现在哪儿，写一些名

言名句，分析它体现了什么哲学原理。而政治经济学，正确

理解劳动二重性，就会清楚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等概念，

就会层层深入，正确认识从价值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到

资本主义地租这一系列理论。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复习一段时

间，就有遗忘，甚至是前几天才看过，就有些想不起来了。

估计很大一部分人都是这样。遗忘了不要紧，是大脑的正常

反应，考研是长期的过程，收获和失去是并驾齐驱的。准备

个本子，当自己遗忘的时候，要很高兴地在上面记录，这次

没想起来，下次看到某处，你毫不费力想起了那条。复习阶

段不明白，可以补救，要是自己准备不足造成考场上的失策

，那就说不过去了。 三、关于辅导班的问题 有些同学问我，

辅导班有用么，要不要上辅导班?还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

果你想上辅导班，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没怎么看，老师

一讲，我就明白了，然后看书就会轻松些。如果这样的心态

，你就不要上辅导班了，为什么呢?你想辅导班就几堂课灌下

来，如果你没准备，能记住多少?如果说你都记住了，那你记

忆力一流，自己看书也一样，而且我是不信一周下来，你能

记住那么多内容。我的建议是，先扎扎实实打基础，当你基

本概念原理比较清楚的时候，再上辅导班。辅导班一定是有

效果的，如果你准备充足，效果会更好。才能很快地把握老

师的思路。 还有就是很多同学在报政治辅导班时，往往都寄



希望于最后的押题，一旦老师最后的辅导没有押到原题，就

埋怨辅导班不好。目前考研已经过了20多年，各科的命题老

师经验已经十分丰富，命题也越来越灵活，这就要求我们在

备考时不应抱着投机取巧指望老师押题的心态，而只有真正

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了大纲的知识点才能够在考试中从容应

对。任老师在为大家辅导的时候从来不主张大家去押题，而

是脚踏实地一步步的耐心辅导同学们。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

这种难于理解的科目上，老师更是下了很多功夫，一再帮助

大家从根本上理解。正是这种正确的培养，使得在今年的考

试中任教授辅导班中获得高分的同学比比皆是。请允许我作

为一名普通的学员代表所有学员感谢各位老师的悉心培养。 

最后，我也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坚持。其实

考研整个过程，考的就是毅力。大家智慧都旗鼓相当，起决

定作用的就看谁能义无反顾了。在最后，还需要心理素质上

的调整，“匹夫之勇”是万万要不得的。这里一定要有“从

容”二字。我衷心祝所有有志考研的朋友在2009年的考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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