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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A_8C_E8_B0_88_EF_c73_645469.htm 考研四门课中，政

治是比较特殊的，它不像英语那样难以考到60分，也不像数

学那样比较容易拿到135分。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政治考及格

并不难，但能考上80分的，却寥寥无几。在2009年硕士研究

生 考试中，本人有幸取得政治85分的好成绩，鉴于我为这85

分所投入的精力较许多人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非常愿意与

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复习经验。 信息不是越多越好 许多考研人

在政治考研复习上习惯于“盲目撒网”，指望能通过多种途

径，押中考研原题。于是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

些考生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本写满政治考点的小册子，

疯狂地背诵；看到辅导机构的考研专家举行讲座，许多考生

便蜂拥而至，在此，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个词“理性”！ 事

实上，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如今，我们处于信息爆炸时代

，应该学会理性地筛选有用信息。我有位朋友，平时的学习

成绩很好，考研复习也很认真，可她还是抱着“押题”的心

态一口气报读了若干个政治辅导班，拼命在网上收集信息，

结果2008年考研仍然败在了政治上政治她只考了40多分。我

在复习期间曾和她讨论过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她说：“这

个问题我看过3遍了，可是答案还是记不住。” 其实，正所

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于政

治复习，我个人的经验是：一定要“少”而“精”！我复习

政治的原则是：能花1个小时搞定的问题，我绝对不浪费2个

小时。正是这样，我在“没费多大力气”的情况下，取得了



政治高分。 辅导资料要“少”而“精” 高效率的的复习必须

要有科学的复习资料。目前，市面上的政治参考书种类繁多

，让人眼花缭乱。很多考生看到新出的复习参考书很容易就

“眼前一亮”，期望着能从中押中几道题目，我认为，这是

患了“政治考研综合症”的典型表现。的确，一本政治参考

书多多少少总会押到一些考点，但这些考点往往是许多有经

验的考研辅导老师也能押到的，因此没有必要做重复劳动。

记住我们的原则是“少”而“精”。“少”，是为了集中精

力，节约时间；“精”是要保证方向正确，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构造合理的知识体系。 政治复习参考书不用买很多。

在我看来，《大纲解析》是必须要认认真真看的，全书总共

五个部分，我花了10个下午的时间把书翻完一遍，之后，再

翻四遍！其实每看一遍并不需要你记住多少，像《大纲》这

样的参考书，只要多翻几次，自然会对政治的整体框架有比

较深的印象。 翻完大纲解析，我借了几本有关政治经济学资

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内容的经典教材来看，我认为这

是政治复习时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资

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部分内容是很理论化的东西，

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只有认真地学习和钻研，掌握好这些理

论的精华，我们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建

议使用国家两课统编教材，考生们向学弟学妹借着看看就行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

论、当代世界经济学等内容，我认为其中的很多东西是可以

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去记住的，并没有十分的必要去参

阅经典教科书。 其余部分的内容，例如“科学发展观包括哪

几个方面？”这类要求回答得很细的问题一般总是作为选择



题出现，我们了解大概的内容就可以了。至于大题，书本上

的原话本来就不是很多，不需要你的回答与书本上的表述一

模一样，关键是“踩点得分”。 做练习题要“少”而“精” 

掌握好基础理论知识之后，“做题”是关键的一步，尤其是

“精做”历年真题，这一点往往被很多考生忽视。其实，政

治历年真题对于我们把握命题规律、熟悉考点，是相当重要

的。而且，很多真题题目一般每隔三五年就会重复一次，例

如今年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大题目就是往年考试中考察过

的知识点。所以在我看来，真题可谓是“极端重要”，其真

正意义在于通过训练，掌握答题的技巧，尤其是大题目的回

答技巧。在此，请各位沉迷于做模拟题的朋友记住这样一条

经验之谈：世界上没有任何模拟题能比真题更像真题！ 当然

，适当做些模拟题也是必须的。做模拟题关键就是做选择题

，选择题花费的时间比较少，效果却是明显的。在做选择题

目的时候，不要一味追求答案的正确性，而应该通过做选择

题了解相关的知识点，梳理出自己的复习脉络。至于大题目

，看看就好，没必要仔细做，了解一下参考答案中的答题思

路就够了。比较着名的考研辅导班都会在考前10天左右出一

本押题试卷，我建议考生最好买一本，通过实战练上几套卷

子，上了考场会相当有感觉。因此我的经验是，考生们在选

择参考资料时，一定要选择质量上乘的参考书，一本好的参

考书基本上可以覆盖绝大多数知识点了。至于时事政治方面

的复习，可以在网上一些重点的考点进行记忆，其它的看看

就行了，没有必要专门买本时事手册来背诵。 模考阶段，可

以和几个朋友一起复习，这样比较有氛围，也当是给自己“

双规”一下在规定时间、规定的地点完成任务。做模拟卷是



复习的一个重要过程，核对答案也是一个重要过程，甚至是

更重要的过程。核对答案的主要目的就是查缺补漏，并不是

仅仅为了查看自己的答案“对不对”。 复习时间要“少”而

“精” 关于政治要投入多长时间复习的问题，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有些考生从3月份就开始复习政治了，而一些考

生则到了次年的1月份才“临时抱佛脚”。我认为，政治复习

最好从9月开始，随着8月份《政治考试大纲》的正式公布，

考研辅导机构对大纲的解读需要一段时间，9月份各个考研机

构对大纲解读基本完毕，我们可以买一本《大纲解析》，连

同考研辅导机构出的解析书籍一起复习。过一段时间后，再

结合经典书籍以及做题加深理解、记忆。这些过程在11月底

之前结束。 月份是对知识的回顾过程，这时应针对所有学科

权衡把握。次年的年初，考研辅导机构的押题卷出来了，考

生们不妨买一本，做大概4套题目，每个上午1套题，严格按

照考试时间，参照模拟卷的答题方法可以有效提高考分。 总

地来说，我将考研政治复习时间分为：9月份到11月份是基础

复习阶段，12月份是回顾阶段，次年1月份，有半个月左右的

时间为应试模考阶段。基础复习阶段要侧重基础，不懂的知

识点要反复比较、揣摩，书可以“少”读，但一定要“精”

。 “回顾总结”阶段是对以前看过的资料系统的回顾，我建

议先看以前做过的题目，浏览一遍把握针对性，再看一遍《

大纲解析》，继而把辅导班出的知识总结的小册子再翻一遍

，感觉重要的但辅导班那本小册子上没有的知识点，一定要

自己补充上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考前一小时你往往翻

的就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 此外，对于理论部分我们应有意

识地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特别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等有很强



时代感的内容，更要加强政治逻辑思维的训练，培养良好的

思维习惯。我有位朋友喜欢模仿领导讲话，揣摩政治思维定

势，基本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方面的东西，上

一句出来，他就能成功接下一句话，政治复习起来很轻松。 

其实，只要方法得当，政治这门课还是很容易考好的。我始

终认为，政治复习关键是看技巧，要有的放矢。毛主席教导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相信，我们只要瞄准一个方向，

高举“少”和“精”两面大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

能夺取政治考研的伟大胜利！ 编辑特别推荐： 过来人经验谈

：考研择校择专业掌握四大要领 过来人经验分享：2009年政

治考研复习心得 过来人：考研政治制胜八字真经 更好的互动

交流，请进入百考试题论坛 轻轻一点，好资料即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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