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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逼近，考生们正进行着最后的冲刺。无论是先行者还是

后发者，所有人都在奋力一搏。跨考教育的编辑对备战2009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们进行了采访，总结出较有代表性

的若干种冲刺生存状态；并请几位考研辅导名师和有过考研

经历的优秀研究生，对这些冲刺生存状态进行点评和分析，

提出优化冲刺方案的建议。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每年

在临近考研的时候，都有一些人出乎意料地加入到考研大军

中来。他们仓促上阵，最终却能意外胜出，这让人纳闷：为

什么有些辛苦准备一年的考生还考不过仓促上阵的考生呢？

仓促上阵的考生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有什么独门秘笈

吗？在这个“过劳”一词泛滥的时代，考研人怎样才能把握

平衡，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我们心中是否可以建

立一个掌握平衡的法则？ 冲刺生存状态掠影 从对2009年考研

学生的采访来看，考生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但都是苦中

有乐、苦中有趣。有些考生还提出了自己的特色复习方案，

希望得到学长和老师的评价与建议，也希望与广大研友一起

分享。 案例1：废寝忘食型 小张是一所二类本科院校的大四

学生，他从暑假就开始进行考研复习，他的目标是北京的一

所名牌大学。谈到目前冲刺阶段的生活，小张简单地用一个

成语来概括，那就是“废寝忘食”。小张坦言：“现在确实

很紧张，竞争这么激烈，我生怕浪费了时间，就连吃饭时都

不忘在心里温习一些知识点，做梦也是在做题。”现在，小



张每天6点就起床，一直看书到晚上自习室熄灯才回寝室休息

。“我打算在最后一个月把以前的笔记多看几次，巩固复习

成果，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小张介绍，在他们这样的普通

院校里，敢于挑战一流大学研究生院的考生并不多，但是那

些下定决心的人，都会像他一样，制定长期的计划，按部就

班地做准备。在冲刺阶段，他们更是不敢有丝毫松懈，全身

心专注于考研。 点评：“废寝忘食”是考生临考前最常见的

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空前的紧张感能让人产生巨大的动力，

同时也会给人以巨大的压力。有一部分人能够顶住压力，奋

勇前进，学习效率进一步提高，甚至能扫清前几轮复习留下

的死角，突破平时无法解决的难点。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

堪忍受这种状态，产生力不从心的挫败感，甚至想要放弃；

或者出现身体不适，影响到冲刺与考试。 有过成功跨考经验

的研究生小刘指出：“废寝忘食是对冲刺状态的夸张概括，

在冲刺阶段达到这种状态正说明我们对考试的重视与投入。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如果真的睡不好

觉、吃不下饭，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科学的方法是，在投

入全部精力去复习的同时，也要注意规范作息时间，增强营

养，并且找到排解压力的好办法，比如在需要调节的时候去

打打球、散散步、听听歌。” 案例2：以逸待劳型 华中师范

大学的小英2个月前得知自己保研失利后，才开始进行考研复

习。在采访中，小英的舍友说：“他整天不紧不慢，晚上不

熬夜、早晨睡懒觉、中午还午休，去自习室通常只拿一本书

，还经常上网。我们都为他着急，他是不是要放弃了？” 面

对舍友的疑问，小英透露了自己的冲刺主张：“我考研起步

比别人晚，但是对自己的基础很有信心！我学习讲求效率，



安排也很简单：上午看政治，下午看英语，晚上看专业课。

另外，我每周的复习都是有重点的，完成一个重点再进行下

一个，对时间的要求也不多。还有，我不只是在看书的时候

才复习，即使走在路上，我也会想想刚看过的知识点和下一

步的复习计划。武汉的冬天太冷，早起复习效果不一定好，

我喜欢躺在床上回想昨天看过的东西，或者构思一篇英语作

文或者专业课论述题。我每周还会上两次网，下载考研辅导

讲座，看一看最新的消息，琢磨考研命题的规律。” 点评：

有句俗话：“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像小英这

样的冲刺状态，可以用“以逸待劳”来概括。在我们身边，

这样的考生其实也不在少数。 与小英有着类似经历的研究生

小王说：“小英在大战之前仍然这样镇定从容，让人佩服。

他的复习有着极强的计划性与针对性，学习效率很高，他还

在琢磨考研套路上花了很大精力，这些都是短期冲刺的有效

办法。但是，“以逸待劳”的冲刺方法并非人人适用，只有

那些心理素质强、基本功扎实、对自己的考研结果很有把握

的考生才敢于尝试这种方法，否则一旦松懈下来，心态就疲

软了，复习效率也会下降，就找不到冲刺复习的感觉了。” 

案例3：团队作战型 东北某大学的王晶、路路和小力是因为

考研才成为好朋友的。他们每天清晨6点在宿舍楼前集合，吃

完早餐后一起去图书馆门前排队等候开馆，然后一起复习到

自习室熄灯才回宿舍。每天下午，他们还会抽出一到两个小

时，进行互动学习，一同讨论疑难问题。王晶说：“我很喜

欢一问一答的互动复习方法，在问答中我们既能增强记忆，

又能放松身心，休息与学习两不误。”路路说：“我的基础

弱一点，如果不是一路上有好朋友的鼓励，也许无法坚持到



现在。我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友谊。” 在采访中我们

发现，大多数考研人都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团队，他们是同一

个年级同一个专业的一群人，他们的考研目标相近，作息时

间相似，每天在同一个自习室学习，经常互相交流考研经验

；他们还结伴去郊游、看电影。谈起这个小团队，他们都很

骄傲；问到考研的结果，他们乐观、自信。 点评：在冲刺阶

段采取“团队作战”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心理学博士

林老师认为，积极进取的考研小团队可以给每个成员良性的

群体影响，敦促大家朝着同样的目标有节奏地前进。群体的

存在大大地降低了个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感，能有效地预防个

体出现懒惰和放弃的情况。 在对考研成功者的采访中，我们

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考研冲刺时都有团队作战的经历，

这些小团队有的形成于班级同学之间，有的形成于长期在同

一自习室复习的陌生研友中间，有的则形成于网络的考研博

客或QQ群中间。这些考研小团队有的联系非常紧密、人员固

定，有的组织比较松散、人员不定；但是小团队都具有很强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于小团队中的考研人来说，这是他们

坚持到底、不断获得动力的重要源泉。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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