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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指搜集有关要报考学校及专业的情况，根据自身情况进

行取舍，确定目标。 考前的准的备工作是极其必要的，相当

于情报搜集阶段。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试题风格、报考情

况、录取情况都大不相同，例如，有的学校近亲繁殖，对自

己的学生特别照顾，录取的基本上是本校的学生，有的学校

则较为开放。有的学校喜欢出书上的题，有的则喜欢联系实

际。有许多学校如果你在考前去找导师，可能作用巨大，也

可能毫无作用。 一般来说，考研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调

整状态 状态的调整在考研的漫漫征程中，良好的身心状态至

关重要。考研的压力不只来自考试本身，考前的信心蓄积也

不容易。应当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努力后的成功。应届生

考研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怕考前复习占用了找工作的时间。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不少同学就是在考研结束后找到工作的

。 另外，准备考研的同学要学会放松自己，尽量给自己减少

压力。生活要有规律，学习时间不必安排得过于紧张。有些

同学为了考研整日起早摸黑，事实上，长时间的学习很难保

持头脑清醒。而且自我施压太大，睡眠不足，用脑过度，学

习效果反而不高。有两位考生的四个“好”经验不妨借鉴给

你们：即在生活中贯彻四个“好”字：“跑 ( 锻炼) 好”、“

睡 ( 休息) 好”、“吃 ( 营养) 好”、第四才是“学 ( 复习) 好

”。这两位“四好学生”后来分别以高分考入了北大和人大

研究生院。这两位四“好”姐妹从某些程度上证明了“状态



优先”是一条好的经验。 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求得良好的

复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但考研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应考者投

入辛劳的较量。成功最终属于所有愿意下苦功或正在下苦功

的考研者。 二、信息的收集 ( 1 )考研中的信息 考研信息因报

考单位不同而不同，需要考生有针对性地寻找。可以按透明

程度和收集难度，将考研信息分为公开信息、半公开信息和

封闭信息。公开信息指通过各种渠道公开传播的信息，考生

可以轻易获取，包括国家考研政策、招生单位的特殊规定、

专业目录、各单位招生简章、考研辅导机构的辅导信息等。

半公开信息通常不对外公开宣布，但通过适当的努力也能获

取到，例如录取名额的历史和现状、专业课程的教材和笔记

、历年的考查重点和方向等。封闭信息则不言而喻了。 ( 2 )

需要重点收集的四类信息 ①招生专业目录。专业目录是考生

报考的依据，也是全部复习计划的依据。由于近几年高校改

革力度加大，院系合并和专业调整十分频繁，专业名称也多

有变化，广大考生需要格外注意，免得早就瞅准的专业突然

改名更姓，不知去向了。招生专业目录一般在每年8月底至9

月初公布，考生应及时与招生单位联系，索取或购买目录，

最终确定自己的报考方向。 ②公共课考试内容与题型。这里

的公共课指全国统考的科目，包括政治、英语、俄语、日语

和数学(后大纲改称为：专业基础课)。这些科目的考试知识

点和考试要求在每年六七月份出版的各科考试大纲上有详细

规定。由于日语、俄语、数学等科目的大纲一般变动不大，

因此可以参照前一年的大纲.而对于一些变动较大的科目，则

必须以新大纲为准进行复习。 ③专业课考试内容与题型。公

共课有大纲，或早或晚总还能明确复习范围，但专业课却基



本上没有什么书面的复习纲要可以提供给考生，有关政策禁

止招生单位给考生划定考试范围，需要自己去多方打听。因

为专业课涉及的往往不止一门课程，教科书也有多本，复习

量极大。 ④录取调剂信息。对于考分很高或很低的考生而言

，录取调剂信息可能用处不大，但对于那些分数刚刚切线、

处于录取与不录取边缘的人来讲，如果提前一天知晓某个招

生单位的调剂信息，情况或许就有改观。 ( 3 )考研信息的4种

来源渠道： ①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这些媒体的传

播内容是公开的考研信息，如国家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的

政策等。现在网络盛行，也出现了一些专业机构和个人爱好

者开办的专门网站，经常上去转转还是能找到一些信息的，

当然网络信息的真伪问题也需要考生们自己去用心辨别。 ②

招生单位和相关教师。由于招生单位是专业命题和最终录取

的裁决者，他们给出的录取名额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显然是最

为权威的。然而从招生单位获取信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情，这时就要讲究一些咨询技巧。建议考生尽量亲自前往招

生单位诚恳地进行咨询。外地考生不能亲自去的，可以电话

或信件咨询，但有些问题需要处理好。例如函索招生简章，

由于多数简章都是有价的，考生在去信的时候要附上钱和贴

足邮资、写好回信地址的信封，就能很快收到回信。 ③往届

研究生的介绍。考生可以从他们那里多多少少获得有关信息

。可以参照“兼听则明”的古训，多咨询几位，以保证信息

的准确性。找往届研究生一定要胆大，扭扭捏捏是不行的。

直接找熟人，或者经由熟人介绍当然最好，但即便是素昧平

生，也可以直接上门，自报家门。面对虚心的求教，作为过

来人的师兄师姐们一般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④有关资料。



许多考生以为信息就是别人告诉你的消息，却不知有时候信

息是要靠自己钻研分析得来的。注意收集、研究一下试题和

平时听课的笔记等，进行分析，往往可以得出许多有用的信

息。例如对最近几年的专业试题加以分析，一般都能粗略地

发现考试的大致范围、命题思路和命题重点，进而揣摩一下

将要作为考试重点的内容。 然而，搜集信息的重要性并不意

味着要求每时每刻为信息消得人憔悴毕竟成为一个专职的信

息员并不能保证你顺利考取研究生。我们要提醒的是：收集

信息要注意阶段性，在考研过程的不同时期重点收集不同的

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获取，就不要再耽误太多的精力了。 三

、确定报考专业和学校 ( 1 )先专业后学校 在做出决定考研后

，你面临着的又一个重大选择：报考哪一个学校哪一个专业

的研究生。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你考研的成败。到

底是先选择学校还是先选择专业，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因人

而异。大多数人是选择自己要报考的专业，然后再察看哪些

学校设有这些专业，从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学校。但也有人认

准了一个学校，即使其中的专业与自己现在所学有一定差距

也要选，志在必得。但我们的建议是：先专业后学校。原因

有二：一是倘若你选择了自已理想的学校北大、清华等，但

所报考专业与自已本科专业相差甚远，这无疑在专业课上增

加了自已考试的难度.二是即使选择了自己理想的学校，所选

学校不一定有你喜欢的专业或干脆是你不了解甚至不适合自

己的专业，那么你无法把握对其专业有无兴趣，这样也许会

耽搁前程。 ( 2 )及时把握所报学校信息 ①专业，学校定下来

以后，就要向你所报考的研究生院或研究生处索要两个重要

材料：一是近两年招生简章，看一看你所报考的那个专业都



考些什么，是否适合你，有哪些导师招，指定的参考书是哪

些。二是近两年的专业课的历年试题。 ②报考导师。收集导

师的学术档案，曾发表过的文章，了解导师的研究方向。 ③

和导师取得联系。 四、合理均衡的复习计划 研究生考试总共

4 门，对这 4 门功课的重视程度应该相同，但在复习迎考的不

同阶段则要有不同的侧重。备考前期最好将重心放在数学、

英语，这两门课需要细水长流，不是突击三两天就行的。政

治学科中除哲学、政经外，可重点在 7-8 月份进行，专业课

如果是跨专业的考生可在备考前期与英语、数学同时进行.如

果是本专业考生对专业课的复习时间可以安排在稍晚些进行

。 五、各科的复习准备 考研的课程比较多，每门课的特点不

同，且内容丰富，因此，采用正确的复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但需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时间紧，复习内容多，任务重，

总体指导原则应是主要靠自己逐渐消化来进行循序渐进式的

量积累。数学是考研五门课当中难度最大，最容易出现“单

科不及格”的课程，提醒应届考生高度重视。数学需大量做

题，不能眼高手低，做题时要完整、认真演算，过一段时间

后翻出来再看几遍。英语也是考研 4 门课中单科通过率偏低

的一门，很多考生“栽”在它上面。如果准备较早、时间又

充裕的话，最好主攻词汇和强化英语的阅读能力，多看一些

英文读物，不要局限于一本参考书。政治考的是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在于活学活用。考试中要求的就是运

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专业课由各高校独立

命题，因而各具特色，专业课辅导班可以考虑去上一上。另

外，唯一的好方法是，尽早把往年的专业课考题拿到手，认

真分析，摸清出题思路，从而把握复习重点。同时一定要注



意选用该校指定的专业课教材。由于专业课内容涉及的范围

广泛，所以适当看一些教材和复习参考书之外的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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