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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9_AB_98_E4_c73_645144.htm 主观因素 端正心态 这

是复习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先想清楚，再下决心，为复习打

下毅力基础。对于半途而废的朋友来说，任何巧妙的复习方

法都是无济于事的。首先态度上必须重视考研，一心一意准

备考研。一旦确立了目标，就不要再更改，消除一切可能使

自己回头的可能性。我在考研复习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总

会感到不顺，但没有想到要放弃。尽早确定考研目标，尽早

开始准备。在考研中尽可能考高分是我们惟一能够通过自己

的努力做到的事情。早准备可以增强必胜的信心。 全身心投

入 把考研作为生活中头等重要的事！除了吃饭、睡觉等生理

需求外，尽最大可能减少社会活动。一旦下决心考研，就把

它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让你的生活以考研为中心，吃饭想

着看书，走路想着看书，连睡觉也想着看书，写到这儿，我

不禁想起当年一位大学好友考研的情形。他不知逃了多少课

，招聘会一次也没去过，顶着挨批的压力不参加党员会议，

以前最爱的网球拍搁着半年没动过⋯⋯我总觉得他太冒险了

，但后来事实证明，他一举成功：复旦，公费！有一句谚语

说的好：“什么都想要，就什么都得不到”。 计划周详 “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这个道理。长期计划和短期计

划都要有，临近考试时甚至要有每日计划。长期计划是指从

即日直到考试前一天的计划，一般以月为单位；短期计划是

指每月月初制定的当月计划，比如某某辅导书应在某月某日

前看完，某某教材应在某月某日前结束，等等。计划应能按



时完成但又有紧迫感。有了计划，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它了

。每日在一个专用的笔记本上记下下述内容：*月*日，距考

研**天：(1)《**》第*页至第*页，共*页；(2)《**》第*页至

第*页，共*页；⋯⋯每晚结束复习前，可用一两句话评点今

日战果，批评或赞许、激励自己。有一点需要说明，计划也

是可以改变的，由于不可预见因素、实际完成能力等，计划

往往无法及时完成，那就适当调整你的计划吧。但是，计划

无法完成的原因千万不能是自己的惰性呀！否则就是自欺欺

人了。另外，考虑到各门功课复习的特点，长期计划应这样

安排(以经济类为例)：春、夏、秋季把英语和数学放在重要

位置，从秋季开始，逐步加大政治和专业课的比重，当然，

有时间的话政治和专业课预先浏览一遍效果会更好。英语和

数学要靠平时，不能指望冲刺阶段突击提高，而政治和专业

课虽说记忆很重要，理解更重要，所以也应该早点动手。 早

做准备 我是在大一后半学期决定考研的,并确立了目标，大二

的时候练习英语等科目，大三进行系统的复习，这些工作是

我考研成功的基础。没有必要在乎平时的学习成绩,考研成绩

和平时的学习成绩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考研成绩的高低主要

取决于考试前的一年的努力，尤其是大四上学期的半年为考

研所作的努力程度。如果数学基础不好，请在复习第一遍时

读那种用于大一学生入门的单科配套辅导书，而不是专门为

考研写的复习书，因为那些书会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解问题

，对基础不好的人真正理解有关内容很有帮助。数学不多做

题，那就别考算了，肯定考不上的，不用浪费时间了。 学会

坚持 努力并不是第一位，坚持才是第一位。只要考前的一年

和半年每天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就足够了。关键的是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认清考研这个考试的本质，忘记过去的

一切，放下一切思想包袱，正确对待考研过程中心情不好的

时期，耐住孤独,乏味和寂寞,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因为既然

选择了考研这条路,就必须要坚持不懈的走下去，必须耐住孤

独和寂寞，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有风雨兼程。 学习技巧 从

研究真题入手 不管是哪门课，复习时都应该紧紧围绕真题，

所以，从复习刚开始时就要研究历年真题。一定要把数学、

英语政治的全真题做很多遍，最起码两遍。全真题是宝，模

拟题是草，甚至连草都不如，特别是大部分英语模拟题。这

真是一件应试的法宝！不但是考研，对付任何考试都一样。

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一种比较稳定、规范的考试，有一定的规

律可循，无论是题型、难度，还是范围、重点都有相对连续

性，不会变化太大，甚至有的知识点还会一再出现，所以，

研究真题有助于把握复习的方向和难度，明确复习目标。建

议选取近三年的考研真题，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一遍，分析错

误之处和猜对之处，然后你就知道你的工夫应该花在哪里，

你的解题水平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了。这个方法随时可用，

从一开始直到考前，它能帮助你更好的把握今后的复习方向

。专业课试卷只要指定参考书没有很大的变化，能复??果你

认真复习的话，考研的风险可能更多来自于专业课考试内容

和考试方式的不确定性。得到更多的专业课试卷可以大大减

少这种不确定性。不要仅仅依据一两年的专业课试卷猜测那

些会考不会考，专业课可能经常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经常会

有一些你考前觉得有点偏甚至很偏的题目，所以要尽量多搜

集到很多年的专业课试卷。但是即使这样，也要全面复习，

多做题目，特别是理工科专业，专业课不多做题目也是绝对



不行的。 选择适当的辅导材料和辅导班 很多同学一种错误的

倾向我也是不同意的，就是以量取胜。以政治为例，你算一

算，春天基础班、暑期强化班、秋天模拟班、秋天强化班，

等等7个。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少而精，因为时间太紧张了，问

考过研的同学，没有哪一个同学在时间上是在抠， 7 个班全

部参加了还有戏吗？什么戏都没有了。至少我的观点是不同

意这样搞法的，辅导班应该少而精，我要时间最少，书最少

，让效果最好，应该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才是真正对同学

有帮助的，让7个班把时间全占用了，最后还有时间复习嘛，

最后后悔来不及了。选择辅导书也是一样，市面的辅导材料

太多了，有些还太滥。全部看完，不等到考试早就累死了。 

分阶段做一下模拟考试和测试 在考研最关键的阶段，如果能

有专家给自己指点一下自己的复习情况，再抬头看一下其他

同学尤其是竞争对手的复习情况，这样知己知彼，就能象田

忌跟齐王赛马那样，就能及时调整复习的策略了。因为在这

个关键阶段，自己往往会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的感觉，这样，每个考生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考研

专家给自己的各科复习进行科学准确的定位分析，帮自己看

清自己学科知识复习的所有症结，看清竞争对手情况，就能

做到有的放矢了，这样才能在考研竞争中处于完全主动地位

。可是如何才能帮助考生在考研复习的关键阶段能够知己知

彼，也是一直困扰着教育机构的一个巨大难题，最近听说海

文联合许多原命题组专家开发了一个叫什么CES考研竞争力

在线测评的系统，不知道价格如何，如果真能象他们宣传的

那样好，价格也能为我们考生接受，倒是一个不错的专家系

统。 永远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 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学习原则



。每个辅导班、每本参考书都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情况设定的

，具体到每个人，肯定有不适合他的地方，那就要围绕真题

和考纲，缺什么补什么，永远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对于掌

得很好的知识点，大可不必再花大量时间，要知道在投入相

同的情况下，薄弱环节的产出率最高。不可轻视任何一门课

，考研不但比总分，而且比单科，只要有一门低于国家线，

总分再高也没用，所以保持学科间的均衡很重要。正确的复

习策略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保证每门课都能过线，在此基础

上还要有一两门考高分，当然四门课全考高分就更好了，但

这很困难。尤其对于考过一次的同学而言，第一次考得不错

的学科第二次并不一定也不错，不进则退！ 充分利用网络资

源 网络真是个好东西，尤其当你不在大城市，获取信息有困

难的时候，多到网上浏览浏览吧。看看别人成功的经验，了

解考研的有关政策，获取最新的信息，甚至购买教材，调剂

录取⋯⋯都可以在网上进行。我就曾在网上下载了好多方法

论的文章，精选了其中有价值的语句。真得谢谢那些不知真

实姓名的热心网友！好好利用这些网络资源吧，会有收获的

！ 外界因素 和在读研究生保持联系 建议找一两个报考学校的

师兄师姐，托他们做你的信息联络员（我就有这样一个师兄

，很热心，我从内心感激他），同时也可以在方法上辅导你

。在读研究生都是从考研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深知考研的难

处，只要你礼貌周到一点，大部分人都会很热心。当然最好

托人介绍，如果找不到熟人，自己上门也未免不可。本人考

研的时候一个师兄曾给予过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非常愿意

帮助08年考研的各位师弟师妹，百考试题。 劳逸结合，注重

效率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效率是学习的关键。饮食上要注意



营养的全面、充足，有条件的话要保证每日一杯牛奶、两个

鸡蛋、两个苹果，非常时期要舍得投资；睡眠应充足，否则

会影响第二天的效率，结果得不偿失；要在学习之余适当休

息，散散步、做做深呼吸，再加上一次眼保健操会更好。要

知道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这非但不是浪费时间，而且可

以提高效率。 分析我今年考研成功的因素，一要有正确的复

习方法；二要有良好意志毅力；三要保证足够的复习时间。

如果你能够做到以上三点，那你成功的概率就很大了。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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