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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5_8E_86_E7_c73_529646.htm 我，一个毕业于非名

牌大学的普通学生，没有任何背景关系，没有借鉴任何内部

资料，没有旁听过一堂专业课，却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与智

慧的应考策略，以笔试和复试总成绩名列前茅的绝对优势顺

利考入理想中的名牌学府的名牌专业。 高三那年的全省模考

，我考了福建全省第一。在考前填报志愿时，我填写了一直

梦寐以求的理想学府清华大学。遗憾的是，那年高考由于一

些客观因素影响了发挥，我轻易与清华失之交臂，被第三志

愿华侨大学录取。时间宝贵，我不愿再花一年来复读，犹豫

再三，还是去华侨大学开始了我的本科生涯。 进入大学短暂

的低潮期过后，我还是在专业学习上表现出让老师和同学诧

异的优秀成绩。虽然在这里生活得游刃有余，但我觉得外面

的世界还很大，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目标，那就是清华大学

。 我下定决心考清华是在大三的暑假，当时有好几个难关摆

在我面前。首先清华吸纳外校学生的名额本来就很少，所以

门槛很高，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非名牌大学的学生；其次，清

华从不公布内部资料，仅对外公开的以往三年的真题都还不

提供答案，这对外校学生来说难度很大；再次，我在福建，

没有地理上的优势，不能像北京的同学信息那么畅通。 对自

己的现状及目标进行分析后，我琢磨出了一套"作战"策略。

对于优秀的学生来说，英语和数学都是经过了长期积累的，

水平都不相上下；政治通过短期冲刺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

；而校方独立命题的专业课才最容易拉开差距，尤其是考清



华这样的学校，如果一个外校的学生能把学校的专业课考得

很好的话，无疑能大大增加入围的几率。所以专业课是我猛

攻的重点科目。 我从六月份开始复习专业课，七、八月份开

始复习英语，九月份开始复习数学，十月份左右着手复习政

治。总体时间分配上，专业课是大头。 因为考的是清华，专

业课的资料少之又少。我用来复习专业课的唯一资料就是清

华对外公布的以往三年的真题。但那些题目都没有给出官方

答案，回忆起那段复习的时光，有痛苦，也有乐趣。 开始碰

到不会的题目，他会去问自己的专业老师，但有的题目老师

也不知道答案。没办法，我只能靠自己想。我到处查找资料

，查阅很多外国文献，拼命翻书翻笔记，希望从中找到解题

的蛛丝马迹。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些

题目。我承认那些题目虽然很难，但确实出得很有水准，是

很优秀的试题，我那段时间的痴迷状态就如同很多大数学家

着魔于哥德巴赫猜想一般那时候我的复习量非常大，我检验

自己每日的复习任务是否达标的标准就是看自己当天有没有

用完一支水笔。除了大量做题、演算外，我还经常抄写经典

的题目和书本中常用的基础公式、概念。前面都是我在复习

过程中积累下的一些优秀的试题，值得反复去琢磨的；后面

是摘抄书本中的公式、概念和法则，一来加深记忆，二来方

便查阅和巩固。 光真题他就反复做了很多遍，每遍的做题顺

序和侧重点都不同，可能第一遍是正常顺序做，第二遍按照

课本知识点对题目进行分类来做，诸如此类。除了做真题外

，我还买了万学海文的李永乐老师编写的教材，那本书把每

个知识点的相关题目按照难度等级分类，利于逐个击破知识

点。 我初试的成绩是422分，但当时的录取比例是45人录取30



人，所以对于复试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 面试前一天，我直

接跑到办公室去找那年我们专业课考卷的命题老师。老师见

我愣头愣脑地跑进去，开始还很抵触。当我告诉他我是来参

加复试的学生，在初试中我数学考了满分，专业课考了122分

时，老师的态度顿时变得和蔼起来。清华的教授有个共同的

特点惜才。老师问我有没有去旁听过他的专业课，又问了我

很多专业方面的问题，但十个问题我只回答上来了四个。之

后，老师还与我讨论了很多专业之外的问题，我一一作答后

，老师表示很满意。 得到了老师的肯定，我很开心。但是心

里对那几个没有回答上来的专业问题不死心。我来北京时都

没有带专业书，所以那天晚上我特意到网吧上网查资料，给

同学打电话，弄清了答案。没想到这个习惯性的求知的举动

，却在复试中帮到了我。第二天面试时，头一天查找到的资

料竟然派上了用场。就这样我顺利通过了复试。百考试题编

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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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