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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考研最重要的是方法。考研也是个探索的过程，要慢

慢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在复习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

的方法，就是不断将书读“薄”，再重新读“厚”。通过不

断地阅读、理解、记忆，逐渐将书上的知识点融会贯通。 英

语：单词是基础，练习要多做 复习英语，大家肯定都会先背

诵单词，单词是最基础的，就是在上考场前一分钟也要坚持

背诵。刚开始的时候每天我都会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背。我背

的是星火的单词，由5本组成，背起来很吃力，前一天背了后

面就忘记了，有时候真的是要放弃了，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

来。背的单词虽然不一定会全部考到，但是能看一个是一个

。我到了考前一个月才把单词全部背完。到了考场上，我很

兴奋，因为第一个阅读里面就有很多考研词汇，果然没有白

背。 另外，市面上有很多模拟题，但是和真题风格差不多的

却很少。我买过考试虫的阅读、石春祯的阅读、新东方的模

拟、张剑的阅读⋯⋯建议大家多买几本不同的模拟题，但不

一定要全做，因为这些都不是真题，只是不同的出题人对真

题出题规律的不同解读。你可以每本做一点，集众家所长。

不过这些模拟题一般都比较难。我暑假主要做的考试虫，那

个时候单词没有背过，做起来很辛苦，最少的时候20个还要

错12个，但我没有放弃，仍不断地做。这样坚持了很久，突

然做了一套真题的时候，感觉真题很简单。做难的题目有种

居高临下的作用，遇到简单的题目就好应付了。注意一点，



不管题目多难，都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认真分析自己做错

的原因。 政治：不人云亦云 政治的复习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追求过线就好、依赖老师辅导、别人推荐什么书我就买什么

书。 首先，政治的分数是原封不动加入总分的，如果仅仅追

求过线的话不利于自己整体实力的提升。不管文理科考生，

都应该重视政治，真正将政治作为拉开差距的砝码。因为，

理科生的政治分数线要求相对要低，在专业课相差无几的情

况下，如果自己政治复习得好，很容易提高总分。文科生从

高中就开始接触政治理论，而且政治分数线相对要求较高，

如果仅仅满足于过线的话，那就是井底之蛙了，不知道“天

外有天，人外有人”。 其次，政治基础各不相同，有种说法

是到9月才开始复习，还有更晚的，有些同学也喜欢把这些经

验拿来做参考。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一定要辩证地看待别人

的经验。比如，我是从五月就开始看政治的，我的政治基础

很好，但是我知道考研是个系统工程，一定要各门课统筹考

虑。既然政治很好了，我不能满足于这点，而是要更好。每

天坚持看一点政治理论。 辅导班的话要视情况而定，也报过

一个“冲刺 点题 时政”班，觉得听得还可以，觉得效果很好

，但我有些同学他们觉得讲很浪费时间。这个视自己的情况

而定吧，跨考的辅导班还是比较好的。 政治的练习题比较好

的是孙占河的题目，我个人感觉他的思考题与真题很接近。

真题当然是最好的参考，但是真题的参考答案过于简单，如

果要得高分，还是要学会用“原理 方法论 分析”的套路来回

答。 专业课：烂熟于心 一般而言，专业课的复习是花费时间

最多的，因为专业课的参考书最多，但在跨考老师的辅导下

，我也没有太多的压力，下面我就把我复习过程中总结出来



的“攻略”分享给大家。就南京大学的新闻专业来说，有6本

参考书。如何才能得高分超越竞争者？ 1.先理解再记忆，不

留盲点。 开始看书的时候先不要背，而是理解，将所有内容

理解一遍。这个过程可能花费时间比较多，但是这是必须的

。看书的时候如果效率较高，可以一本一本地看；如果看一

本会产生厌倦感，那就两本书结合着看，调节一下。这样可

以保证自己的效率。 刚开始看书的时候可能比较慢，有时候

某些问题很可能看了很多遍都不懂，一定要沉住气，不要毛

躁。我是一个理解和记忆特别慢的人，我的辅导老师告诉我

有些东西是要靠反复记忆才可以记住的，我需要要比别人付

出更多的努力。一定要对学习的任务有个全面的认识，不要

怀疑自己的智力，更不要随便放弃，因为任何人在复习过程

中都会发现自己的薄弱之处，这完全是正常的。 第二遍的时

候，我还是选择理解，但是这次就不像上一次那样只是看，

我在课本上做标记。因为我不是个喜欢做笔记的人，即使我

做了，也不会去看。清楚了这点，我就不会跟风去做笔记，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一直认为，笔记都是从课本上扒

下来的，如果课本都背过了，还要笔记做什么？有些知识点

包括N条，分散在课本的好多页，第二遍看书的时候我就用

一个大括号把他们全部归纳起来，写在课本的一个位置，这

样再看的时候就不需要翻来翻去搞得人很烦了。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不要只看要点，要点下面的内容也需要关注。很多

同学在复习的时候，往往考虑某个地方会不会出原题，不容

易出题的地方他们就不背了，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考研

不是小学考试，一是一，二是二的问题也许只会出现在名词

解释和简答里面，而这些内容你背别人也背，因此差距基本



拉不开。如果要得高分，就要做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工作。

考研毕竟是一场选拔性考试，不可能完全考课本的，或者说

你要拿高分，在考纯课本知识的时候你也要答出自己的特色

。因此，在复习的过程中，掌握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但是此

外还要学会将一些内容灵活运用，学会借用知识。比如毛泽

东的新闻思想，这是个很古老的问题，不要以为不单独出题

考就不记忆了，因为时下党报改革的题目就可以借用毛泽东

的新闻思想来做理论支点，如果你学会借用知识的话，老师

会觉得你知识面很广，而不是你干瘪地分析问题。 第三、四

、五遍的时候就要开始背诵了，背诵的过程很辛苦，但是这

是备考的关键过程，不能放松。 我的专业课在老师的带领下

复习了10遍以上，基本上在考前2个月就把内容掌握了，但是

掌握还不够，还要做到熟练，熟练到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的

书本知识来分析。做到各门课的融会贯通。我看书的时候经

常分心，联想到其他相关的知识点，这就是一种知识的融合

。开始复习时半个月或者更长才可以看一本书，考前2个小时

就可以背一本书。要注意，一定要及时将刚背过的内容进行

复习，这样才不至于马上忘掉。如果不及时反复，很可能前

功尽弃。 2．补充知识 在复习之初一定要看下真题，不要做

，只是猜下会会如何出题。课本基本掌握之后，一定要搜集

下你所报考专业的老师的论文或者著作，尤其是近几年的。

我当时搜集到了南大新闻学某位泰斗级老师的所有论文，因

为我知道他肯定参与出题，他的东西看多了，对他分析问题

的思想就会有所领悟，这样答题的时候就可以投其所好。 另

外除去所要报考专业的真题，最好还是看下你所报考的专业

比较强的其他高校的真题。比如复旦、人大的新闻比较强，



这时候就可以搜集一些他们的真题来看，因为不同学校之间

的题目也会重复的。其他学校一些专家的观点和论文也可以

看下，如果能运用到你的题目中就算是答出特点了。 3．提

高答题技巧 掌握知识是一回事，做题又是一回事。在课本复

习基本差不多的时候就要开始做真题了，自己总结一下简答

、名词解释、论述等题目如何组织答案，是否有些答题格式

等等。一定不要轻视做题的作用，如果把所有事情都放在最

后，你会发现忙不过来，前期就应该将专业课弄好，剩下来

的时间要多思考一下做题技巧。 记得我在备考的过程中，开

始也是盲目去背。由于专业课比较多，拓展知识面比较困难

，答题的时候如何应用已有的知识来丰富答卷，显得尤为重

要。那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刚毕业的教网络传播的老师，

他的课我都去听，不管复习多忙，我也会去。上课的内容很

多都是老师思考了很久的精华，从中我学到了许多分析问题

的方法。 有人说考研是一场心理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你

要做的不仅仅是知识储备，更关键的是自己内心的调试。在

考研期间，一定要学会自我解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坚

持到底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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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