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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成败得失等闲事，磨马砺兵待新天。 07MBA联考大幕已完

全落下，舞台之上有人欢笑有人愁。对欢笑者说声祝贺，祝

一路锦绣前程.更期盼发愁的同仁们重振旗鼓，只要不离开舞

台，总会有笑颜绽放的一天。看着更多的弟妹们踌躇满志地

登上这个舞台，有幸通过联考的我，希望能够把我复习备考

的点滴心得分享给大家，只要其中有丁点火花，为弟妹们今

后备考MBA的道路带来点点光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下面

分八个方面，按从大到小，由高层次到低层次的顺序，分别

从大方略，小战术，以及一些小技巧等方面，谈谈我对MBA

复习的一些看法。 1.正确的目标，平常的心态 谁都知道目标

和心态的重要性，可真正能在这两方面做好却殊非易事。我

虽然有幸考上报考的学校，却因为定的目标过高，考试期间

无法保持平常的心态，而导致部分科目严重发挥失常。身边

也有些朋友，立志考清华北大，后来看他们的分数也算比较

高，如果把目标稍稍降一降，上一个其它的好学校是完全可

能的。 制定目标，我认为基于三个主要的因素就可以了，第

一是基础，基础好的人，不必因为毕业时间太长而沮丧，实

际上我本人就是已经毕业12年的老龄考生，底子扎实的话再

捡起这些科目会很快，如果目标订得太低就有些可惜了.基础

不太好的同学，可以先好好分析一下基础不好的原因，如果

只是因为以前学习不够努力，同时自己还比较自信而且时间

也足够的话，当然可以有较高的目标，同时应该明白，没有



舍哪有得，只有舍弃过高的目标，才可能得到MBA的通行证

啊。第二是决心，俗话说，有志者事尽成，还有句话叫苦心

人天不负，定目标的时候先问清自己，决心到底有多大，如

果怕影响工作，或者还在犹犹豫豫，就别把目标定高了，没

有决心，你花不了那时间，吃不了那苦。第三就是时间，如

果你的工作很忙，又不想耽误工作，就别要求太高了，虽然

时间象海绵里的水，但你挤得太费劲，持久不了的。 有了正

确的目标，基本上就能具备良好的心态了。不过，考试前半

个月，请务必尝试去忘记你的目标，把这想象成一场很平常

的战争，胜负无关紧要，生活仍然沿着它的轨迹走下去，不

去改变这个轨迹或许会更好。这样虽然有点阿Q，但是为了

考试期间能够让你心若止水，正常发挥，就让阿Q做你MBA

复习最后的老师吧。 2.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状态 健康，大家

都知道这是干革命的本钱，有多重要勿需多言。我在复习的

后两个月，基本上能坚持每个星期至少锻炼一次，打羽毛球

或者跑步，象爬山这样的平常项目还不计算在内。特别是对

要去异地考试的考生，如果没有强健的身体，改变一下环境

，或者经点凉受点热就吃不消的话，辛勤的复习都可能付之

东流。无论多忙，复习期间的锻炼和营养都是不能放松的。 

健康的身体不必然等于良好的状态，前边讲的平常心也很重

要，同时，考前一两个星期，应尽量想办法把自己与繁重的

工作，繁杂的家事，和一些引起不愉快的因素绝缘，这有这

样才有可能保证良好的精神状态。 3.计划宜大略，控制是关

键 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计划的忙碌只能是瞎忙

，没有计划的行动只能是盲动。但是计划应该怎样做呢?有的

人喜欢详细的计划，每天几点到几点该复习什么都规定得清



清楚楚，这应该是有它的好处。不过，我倾向于只做大的简

略的计划，把半个月要达到的目标定下来就行了。计划的关

键是可行性，如果不可行，做不到或者坚持不了，再好再具

体的计划也都是白废。因为我们毕竟是边工作边复习，绝大

多数人还有家庭，在长达几个月的复习中，要做到与外界绝

缘，不受杂事所扰是不可能的，你的时间必然被很多其它的

事情侵蚀，计划太具体是不太好执行的。 前边讲的是半月目

标，是我要写下来，要求自己必须做到的，至于分配哪些时

间去做，这就不用规定。当然，在执行这个大计划的过程中

，我可能还会有一些其它临时的小计划，比如今天下午有时

间了，我开始复习数学，就要求自己必须完成某一章的复习

，需要达到的效果是后边的所有习题全部会做，这样的小计

划随时订立，藏于心中即可。另外，我还有一个习惯，最后

一个月每天早晨用20分钟复习英语，背单词，练阅读或者背

诵作文经典句子，这也许可以算做在时间上比较具体的计划

吧。 无论对于半月目标这样的大计划，还是临时的小计划，

我们都要求有很好的控制，如果只剩下一个星期了，离半月

目标还很遥远，就得加紧了.如果时间到了还没完成任务，就

得给自己点惩罚，我有很多次因临时计划没按时完成，拼着

不吃饭晚睡觉也要把它们完成的。考MBA虽然不是打什么大

仗，可是没有点狠劲，没有这种一鼓作气的精神，同样是不

行的。 4.辅导班大有裨益，资料书适可而止 上不上辅导班，

上哪个辅导班，这可是个大问题!在我接触的人中，还有不少

认为辅导班作用不大。我觉得，辅导班是口大锅，这口锅里

煮了很多东西，总有一样东西能对上你的胃口，能给你提供

一点点地营养。有些老师的课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但也许



会有一两个老师的课让你有听君一堂课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除了老师，辅导班还是可以及时给你提供很多信息；这里还

有很多可爱的同学，除了交流功课外，还可互相勉励，互通

有无；同时，与老师一起，与这么多同学一起学习的气氛，

又岂是一人闭门苦读所能比拟的？再者，万一你的考试不理

想，辅导班还可以提供一些调剂的帮助⋯⋯其实，什么是你

最宝贵的资源?金钱还是时间?当然应该是时间，辅导班无疑

是可以为你节省时间的，花点点钱上个辅导班是绝对值得的

。有人觉得自己基础好，上辅导班没什么帮助，这个就见仁

见智了，作为我自己，虽然也觉得基础还不错，但是凭心而

论，上安通学校的辅导班，特别是冲刺阶段，对我的帮助是

很大的。那么，该上什么辅导班呢?个人认为价钱不要成为重

要因素，知名度是靠长期以来的质量和口碑相传而建立起来

的，应该成为首要考虑因素。 说实话，我除了机工版的一套

教材外，没有再买别的资料书。当然，安通辅导班还发了很

多复习资料，很有帮助，这也是上辅导班的好处之一吧。个

人认为，能把教材吃透，知识点都掌握，书上的题目都做熟

，结合辅导班的资料就够了。资料太多太杂会分散精力，可

能反而把握不住重点。 5.补弱扬长勿偏废，短期强攻夺关隘 

该先抓好自己的强项，还是该先补上自己的弱项?很多人会思

考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非要给个答案的话，

只能说二者不可偏废。首先，弱和强是会互相转化的，我曾

经数学学得很好，可由于毕业已逾十年，强项已变为弱项，

尤其是线代，最初被一大堆概念搞得晕头转向.与数学相比，

在校时我英语这一科就弱一些，但毕业后使用较多，它却可

以说成了强项。其次，重视一方可能忽略了另一方，我强攻



数学，最后考出来的结果，数学应该是考得非常不错，可恰

恰是引以为傲的逻辑和英语拖了后腿。 其实，之所以说补弱

扬长是一个伪问题，我想说的是，先不必考虑哪一科强哪一

科弱。首先，应该考虑哪一科可能带来的分值增长空间最大

，对我来说，数学基本上忘光，基点低，但曾经学得好，说

明上升潜力还是有的，显然这一科会给我带来最大的增长，

所以我这一科最早投入复习，而且花费了最多的时间.而英语

，我开始复习时的起点就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上英语是个长

期积累的东西，要想有大的增长不太可能，我在这一科投入

的时间最少.其次，应该考虑这些科目本身的特点，作文和逻

辑都是可以短时期(我觉得一个月就可以)抓起来的，可数学

不行，不仅内容多，而且是硬功夫，想在最后一两个月突击

起来不太可能，英语更是长期的功夫修炼了，当然英语的作

文是可以短期突击一下的。把这些考虑清楚了，就知道哪一

科该在什么时候投入复习，该分配多少时间了。 当然，相对

的弱势科目是客观存在的，怎么把它补上来呢?老毛的战术应

该很管用，那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华为的任正非

也强调一个压强战术，指的也是短时间内大量时间的集中投

入，对某个项目进行强攻，因为力量集中，行动持续，在强

大的压强下，没有刺不穿的盔甲，突不破的堡垒，夺不下的

关隘。千万不要把一个你要进攻的目标打成了马拉松战役，

这样必然事倍功半。其实，我上边讲自己如何执行临时计划

，也是压强战术的一种体现，集中时间猛攻，即时耽误吃饭

睡觉也必须达成目标。 MBA复习整体来看是一场持久战，你

必须有良好的身体条件把它打下去.在完成一个个具体的复习

目标时，它又是一场场攻坚战，就得拿出打攻坚战的猛劲和



狠劲来。 6.题要做不宜杂，书须看当深入 对于数学的复习，

有的同学使用题海战术，有些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过

，我个人并不主张用题海战术，MBA考试又不是搞竞赛，接

触过多的难题、偏题、怪题，只会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万变不离其宗，把教材上的题和老师上课讲的题都吃透，明

白原理，能够举一反三，而不是一知半解，应付联考绝对绰

绰有余。 题目当然得做，但必须是结合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

来做。其实，能够把教材上的知识点都理解透了，基础扎实

了，很多题目都是类似的。所以，我强调把教材多读几遍。

所谓书读百遍，其意自现。但不是每次都推土机一样从头到

尾一寸一寸往后读，除了第一遍外，此后的读书都应该结合

做题，碰到一道不会做的题，或者虽会做但比较吃力的题，

就把相关的章节、知识点再攻一遍。通过这种方式，我线代

读了不下四遍，此后，这个我曾经最怵的部分，做起题来也

得心应手。 当然，冲刺阶段的一个月，大量做模拟题是为了

训练感觉，也是对知识点的查漏补缺，是必要的，而且这个

时候书也应该已经看了好几遍了，再看的话进益不大。但即

使这个阶段，题目也不要杂七杂八地乱做。关键要抓好做完

后的工作。好好分析为什么会错，很可能是某一块知识或一

个知识点未掌握，或掌握得不透.做对但却是蒙的，同样，要

找知识点的漏洞，为什么能蒙对，则说明你某方面的感觉很

对头，要发扬。我的模拟试卷上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全是我

对一些关键题目对和错的原因分析，以及对自己特点的分析

，以此匡正不足，发扬优势。 7.强者用正兵，弱者出奇兵 孙

子兵法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

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应付MBA写作，可套用此兵法。我上



的辅导班，有两位写作老师，孙老师和赵老师，孙老师的讲

课风格和写作套路，中规中矩，不偏不倚，招式沉稳老练，

大有武林名门正派之风范；而赵老师出招则轻灵飘逸，套路

奇幻莫测，匪夷所思，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只要好好听其

中任何一位的课，严格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写作其实很简

单，不必花太多时间去复习。 不过，我建议，写作功底扎实

的同仁，采用孙老师的招数比较好，此即所谓“强者出正兵

”。赵老师的方法妙在出奇制胜，但奇招难免有不少破绽，

呵呵，此处不便点破，不应该让这些破绽成为公开的秘密，

害了学弟学妹们，大家心领神会即可。万一阅卷老师瞧出破

绽，对于本来功夫就不错的同学来说，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反过来，对于底子薄的同学，赵老师的法子无疑是短期内大

幅提高分数的终南捷径，此即“弱者出奇兵”，你真的无需

花太多功夫，只要领会好赵老师的精神，好好背诵，多多练

习，定会收获奇效。 孙子又云，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

奇与正当然可以结合使用，相得益璋。我虽然写作还有点点

基础，但模拟考试中一直得不到高分，最后两次作文，尝试

在文章框架方面用孙老师的方法，但在句式词澡，气势铺排

，引章用典方面师法赵老师，自我感觉不错，并在正式联考

时坚持这个套路，写作的得分很不错，还得多多感谢二位恩

师。 8.逻辑别恋战，英语可突击 逻辑需要学吗?教材看一遍，

老师的课听一遍，对基本的逻辑概念有些印象，这应该就足

够了，不可恋战。之后可以多做题，找感觉，作题型归纳。

做题时，有时题目和答案本身也是有谬误的，只要你不是想

考满分，就不必去较真，相信自己的感觉，题目有问题的毕

竟是少数。网上流传一个《独孤九剑》，对题型和做题方法



归纳得相当不错，这里面的营养不会比教材里的差。总之一

句话，逻辑考试要求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大量的阅读和分析

判断，阅读的速度和对逻辑的感觉非常重要，平时更多地应

该靠多练习来提高阅读速度，和培养感觉。少纠缠于教材。 

前边讲到，英语水平是靠长期的积累，但考试不完全取决于

实际水平，阅读和写作还是可以突击的，阅读有很多技巧，

水平高读得懂未必得高分，读不懂未必一定拿低分，这有很

多技巧，在此不作赘述；对于作文，即使基础不好，掌握好

基本的写作框架，背一些漂亮的句型，写作的时候尽量用进

去，拿到理想的分数不难。对于怎样在实际作文时使用这些

漂亮的语法结构，平时多做一些练习，找到感觉，考试时就

得心应手了。每天固定一点时间背单词，训练阅读，或者背

诵典型句式，只要你能坚持两个月下来，提高英语分数也不

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 复习得好，相当于为战争准备了充

足的粮草弹药，但这还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这就引出另一

个话题，那就是对临场经验教训的总结。希望有机会与大家

再就这个话题进行探讨。 最后送给即将投入MBA备考的学弟

学妹们一句话：既已决定，便一往无前，不管前进道路上是

和风煦日，还是冷风斜雨。成功属于你坚定和坚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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