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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9_E6_A0_B7_E8_c73_645455.htm 一年的研究生生活我

不断的充实着自己、丰富着自己，享受着考研成功带给我的

愉快经历，回想起前年的那段考研准备时间依然觉得值得回

味和珍惜，倘若问我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会说：“竞争的

压力”！的确，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使竞争的观念已经深植于每个人的头脑中，于是才会有那么

多人踏上漫长而艰辛的出国和考研之路，所有人都希望在继

续求学深造后获得比别人更大的竞争优势。在这里，我只想

就尽一年来考研复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大家进行交流，给

正在奋斗的朋友们一点小小的经验和启示。 一、资料准备阶

段 1、传播学理论与历史科目的五本指定参考书 《传播学总

论》胡正荣 这个书08年的时候改成清华出的新版，其实改版

的书都没有太大变化。这个书对传播学是个系统的介绍，章

节划分非常清晰，适合初学者。我当初决定考研，读的第一

本传播学书籍就是它，对于没有接触过传播学的同学来说，

可能是有点枯燥，但是坚持看完，就能对传播学有个整体的

认识。97年版的最后一章可以不用看了，都是太陈旧的传媒

实践对现在没有什么价值。 《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塞夫林等 这个书非常非常重要，信息量非常大。第一遍读

可能会觉得拗口，并且外国人的思维会让人觉得很散。第一

遍读的时候除了偶尔有些顿悟，读完以后并没有对该书的清

晰框架。这时候不要着急，过一段时间再读一遍，你绝对会

有新的发现。我觉得，这本书是指定书目里最重要的一本。 



《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段鹏 这个书把传播学的基

础概念和框架都涵盖进去，适合作为后期的整合复习和记忆

的书。在读此书的时候请自动忽略它与其他书的大篇幅雷同

。 《传播学史》罗杰斯 一本人物传记，读起来很有意思。但

千万不要因为它易读而轻视。实际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出题

，从发展传播学，到贝特森，到芝加哥学派和帕克的研究，

几乎每年都会从中提取内容考察，此书适合对传播学有基本

的了解后再读，读的时候应将相关人物和学派以及该学派的

理论和发展整合起来。 《21世纪初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

胡正荣 传播学的指定书目里的研究我国传媒业实践的书。07

年出了广电体制改革那道题几乎让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当

年的指定书目里根本没有实践性这么强的内容。今年这本书

的出现可见广院的考查重点正在从纯理论向传媒实践转移。

总之，这本书对于了解整个大众传媒行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定要认真对待。 2、其他推荐书目： 《传播学教程》郭

庆光此书堪称传播学的经典教材，翻烂也不过分。值得注意

的是此书上的基本概念很多，一定都要熟记。推荐度☆☆☆

☆☆ 《传播学引论》李彬此书适合作为入门读物。书中的批

判学派重点注意。推荐度☆☆☆☆ 《现代传播》这个杂志一

定要看，里面的一些论文对传媒学术和行业的最新研究和发

展的深入了解非常有价值。基本上订半年的6本杂志就可以了

。适合在复习后期阅读，因为作为核心期刊，它选登的论文

还是很有深度的。另外，它对于我们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传

媒实践，对传统概念的补充和新研究、新发展，都可以在答

题中运用。后期阅读的好处是不至于因为你看过的时间太久

而在答题时想不起来。推荐度☆☆☆☆☆ 《传媒网的专题精



编》传播学分册这本书在网上很出名的，想必大家都已经听

说过了。它按照专题分类，很多非传统经验学派和理论补充

进来，比如文化研究、技术学派，比如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这本书对于补充了解传播学其他学派及其观点非常有帮助

，并且理论总结与整合的相当好。同样，也是适用与后期复

习的书。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阅读一下他在每章最后面的

推荐论文。推荐度☆☆☆☆☆ 《传播学在世界》这是改版之

前的初试参考书。推荐度☆☆ 《传播理论》小约翰学有余力

的同学可以读一下这本，它能让你知道原来传播学还和这么

多学科和理论相关，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系统论、结

构主义、后现代等等。原来传播理论也可以这么博大精深。

这本书也是2008年之前的指定参考书目之一。推荐度☆☆ 《

传播学教程辅导与习题集》传媒大学出版社。这个书才14块

，建议买来做参考资料。上面有对历年历校考题的总结，有

一定参考价值。推荐度☆☆☆ 《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四川

大学出版社这个书上的传播学的关键词非常多，几乎涵盖了

所有的传播学概念。适合作为手头的工具书随时查找相关概

念。推荐度☆☆☆ 3、文史综合： 这个科目这一本文史要览

加历年真题足够。如果高中不是文科的同学建议先看一下高

中的历史书再来看《文史要览》，因为要览这个书的历史部

分不是按照年代编写的，看一下高中的历史有助于你按时间

顺序全面了解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文史综合不用太早

开始复习，最早也就九月份开始。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英语或

者背政治吧，不要浪费在这个上面。《文史要览》不用背，

多看几遍自然都能记住。历年真题一定要背过。文史综合出

题是有题库的，实际上每年总是那些题反复出。正因如此，



这门考试科目已经倍受广大考生欢迎，因为已经明显成为白

给分的一科，大家分数都在105125之间。但是，也不要过分

轻敌。如果你要想考到370分以上，这门就要至少考到120。 

二、复习阶段 第一轮复习：每年的2月8月底 第一轮复习的重

点就是熟悉专业课的基本理论知识，多看看教材和历年试题

。只有自己有了阅读体验，才能真正有自己的想法，才能有

那种很踏实的感觉。暑假期间，在准备公共课或者上辅导班

的同时，继续学习专业课教材，扩大知识量。 第二轮复习：

每年的9月12月中旬 这个时段属于专业课的加固阶段。第一轮

复习后总会有许多问题沉淀下来，这时最好能够一一解决，

以防后患。对于考生来说，这4个月是专业知识急剧累积的阶

段，也是最为繁忙劳累的时候。 在专业课复习上，这段时间

应该主要看近年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边看

书边做读书笔记，并整理以前的听课笔记。一项这是十分重

要的工作，因为复习的重点会往公共课上倾斜，专业课复习

所占的时间也会缩短。此时需要注意本年度涉及所考专业的

热点问题。 在复习的尺度上，应该逐渐抛开书本，将书本中

的知识点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整理成精练的笔记。然后看

自己的笔记并形成自己的东西，因为考试是需要用笔来表达

的。所以，把第一次精读过后的那些重点问题用答卷的方式

写一遍，效果是十分突出的。再根据本专业的情况，翻查其

他的参考用书，将新的知识点补上。一般来说，专业课不可

能只涉及一两本书，不排除出现一些超越范围的考题。因此

，可以根据考过的同学的建议去精读其他的参考书，把重要

的内容补充上去。 第三轮复习：12月中旬考前一周 这个时候

的专业课复习主要是认真看第一轮和第二轮复习时积累下来



的读书笔记和听课笔记，不断加深印象，试着自己给自己出

题并且结合本年度的热点问题试图去猜一下专业考题，并想

想该怎么答，训练一下解题思路和技巧。有条件的同学可以

建议报一下权威的专业课冲刺班，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

外要查阅本年度该专业最新的热点问题以及报考导师目前研

究的主要课题等，把这些补充上去，整个的复习笔记就比较

完整了。在补充和扩展的过程中，查询网站、期刊等都是很

好的手段。 另外，因为考试临近，考生应该注意调节自己的

专业兴奋程度，积极地和考研盟友针对某些问题进行辩论，

汲取对方的复习心得。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查缺补漏和深

化理解。 第四轮复习：考前一周考前一天 如果这个时候还有

很多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那么就不要再费心血去搜集答案

了。这是一个博弈的阶段，把自己熟悉的问题尽量把握好才

是关键。 最后这个阶段突出强调的就是要学会调整心态，准

备应考，让自己找到考试的感觉。这段时间，主要是默默地

体会所有的知识要点和热点问题，把心态和作息时间调整到

最佳，保证考场中的理想发挥。 三、考试注意问题 考试过程

中保持一定的压力和紧张是必要的，但尽量不要让这种压力

影响自己，尽量以饱满的精神投入考场，切不可临阵脱逃。 

回答主观论述题时，依据已有的理论知识对基本的内容作出

回答之后，就原题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上，发表一些自己独到

的见解，定会考得高分。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抓住问题的

要点，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论述，既要有理论论述，又要有事

实依据，两者紧密结合。 考试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注意卷面整洁，同时要把握好答题的篇幅，名词解释和简

答不要太长，论述不能太短； 2、灵活地运用所学理论进行



分析，把相关的理论都摆出来，当然有些题目也可以适当地

发表自己的观点； 3、论述问题时对自己不熟悉的方面，想

办法避开。 四、感悟以及一点经验： 当初作为一个跨专业的

门外汉，从开始备考到拟录取我用了两年时间。我不是个聪

明的孩子，本科的学校也是二本，而且复试的时候见到的大

多数都是外校考上来的同学。所以大家也完全不要因为自己

的本科学校不好而担心，也不要担心自己以前的学习成绩。

至于传说中的黑幕，就更不要担心。考研面前，大家都在同

一起跑线上。 当然我读的书不止上面提到这些，一共读了多

少我也记不清了，很多书只是翻过一遍而已。但是不要小看

这翻一边，多数时候书里会有新东西发现的，记得总结。那

怕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知识，多看的这遍至少也能加深你

的记忆。 想必每个决定考研的人都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

是当你的梦想转化成行动以后，你会发现事实远比你想像的

更苦。在作了决定的最初阶段，你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梦想，

可当你全力以赴到复习中去以后，那个支撑你的梦想就深深

的埋到你心底甚至不再被记起，你所想的只有不停的向前。 

值得注意的是，考研绝对不能闭门造车。好好利用网上的资

源。不要问我资料去哪里找，怎么找。我想一个研究生应该

具备搜索信息的能力。在信息社会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有了

多少信息，而是你获取信息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考研不

同于高考，它不是考你的聪明程度，也不是考你的刻苦程度

，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考你获取信息的能力。多看相关论文

，看行业新闻。在网上和研友交流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段，不

仅可以信息共享，还能让你即时发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而

且有人相伴跟你一起走过这段艰难的路途，这是值得珍惜的



共患难的友谊。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些研友现实中都成了很好

的朋友。 不管考研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或是功利，或是梦

想，或是虚荣。总之一旦决定了，就不要退缩。这一路上艰

难险阻断然不会少，可诱惑也时常出现，工作、爱情等等会

不时在诱惑着你。很多人没有被困难吓到，却被诱惑带跑。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决定了，这些都要放到一边。从来

就没有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在诱惑面前，要学会果断，学会

选择。 最后，考这个学校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

要进入这里，仅仅实力也许不是充要条件，还需要一点点的

运气。当然99%靠的是实力，但是这1%的运气有时候也许真

的就不属于你。所以，成功和失败都是可能发生的，做好失

败的心理准备，敢于接受失败的人才更有可能成功。只要一

直坚持，梦想就早晚会实现！ 相关推荐： 经验：克服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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