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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95785.htm 考生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付出了

大量的精力，成效会如何，最关键的就是考场上的三个小时

，如果考试不得法，长时间的心血和汗水就会付诸东流，梦

想就会落空，因此，要考出好的成绩，早圆考研梦，也能为

自己创造一个辉煌的未来，好的答题思路、应试技巧特别重

要，而应试技巧中重要的就是掌握一套科学、有效的解题方

法。下面就先介绍考试中各类题型的一些解题方法。 (一)选

择题 这部分题量较大，从历年考研试卷来看，它是考生分数

拉开差距、决定是否上线的关键。选择题大多考查的是概念

、观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不单要简单

地记忆、背诵，更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学科中不同章节的

概念、观点综合起来把握。 选择题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和不

定项选择题两种，由于考查方式不同，其解题方法就有差异

。 1。单项选择题。总的来讲，解答单项选择题要注意把握

以下三种情况、三种思路和三种方法： (1)答案唯一型。按题

干要求的规定性，排除其他错误的，所剩一项就为正确项，

或直接将题干与选项挂钩找出符合题意的项即可。 (2)答案最

佳型。即题中的四个选项有两个以上或全部都符合题意，但

其中一个是最佳答案即符合题干规定性、指向性要求的，它

或者是回答了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中的最主要或最根本问

题，或是回答了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中的最直接或最本质

的联系或问题。 (3)多项组合型。除了如前边所讲的在做题过

程中进行答案分解、逐个排查外，还有一个最简捷的办法是



排除错误项，然后再进行比较。 解答此类题要掌握一定技巧

和正确思想。第一步是读懂题，审好题，准确把握题干的规

定性，即题干所要求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方面

、角度和条件下回答这一问题。第二步是鉴别和判断选择题

肢项。题肢选项分两类，一类是不符合题意的应排除掉。这

又分三种：第一种是题肢选项本身观点错误和含有错误成份

，试题要求又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题肢选项本身观点虽然正

确，但与题干要求无关的；第三种题肢选项中概念和判断的

外延大于或小于题干规定的外延要求。另一类是最符合题意

的该选出的题肢选项。 在解题中可先用排除法，把所有与题

干要求不符合的，不论是正向、逆向思维设问，还是题肢选

项本身的错误，统统排除，然后再比较余下的题肢，用所学

的概念、观点、原理判断其是否正确，并确定哪个选项最符

合题意，即该选项能否按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的方向、范

围和意义进行解答。 2。多项选择题。一般而言，多项选择

题是政治试卷中得分率最低的试题，解答时可遵循以下步骤

： (1)审查题干，确定题干的规定性，明确题干对题肢的要求

是什么。例如题干的说法是全对的还是全错的，或者是正误

混杂的；它对题肢选择的要求是相关的还是无关的。一定要

注意理解题干的意思。 (2)审查题肢，注意题肢的迷惑性，明

确题肢本身是对的还是错的。 (3)审查题肢与题干之间的关系

，按题干的要求选出题肢。如果题干本身表述正确，且在正

向选择的前提下，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排谬法：排除本

身表述错误的题肢； 第二，排异法：题肢尽管正确，但与题

干毫无关联，须排除掉； 第三，排重法：题肢的观点不是回

答题干的问题，而是对题干意思的变相重复，须排除掉； 第



四，题肢中概念的外延大于或小于题干的规定性，须排除。 

做多项选择题要求必须吃透原理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必

死记硬背。它重在理解、吃透，是体现能力的一种好题型。

解题的方法也很多，但总的来讲是四个字：“正确、有关”

。所谓“正确”即观点正确；所谓“有关”，就是题肢的论

点与题干的要求有关联。题肢必须是正确而又有关联的，才

是对的。同时还要注意，只有直接有关联的才能选，间接关

联的则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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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