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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212.htm 真题的使用是考生练习独门绝技

的过程。根据历年来金融学考研的规律，可以说任何一本金

融学考研辅导书都不能代替真题。首先，考研真题是专家团

队精心编纂而成，每道题都要反复论证，质量远远高于其它

习题和模拟题。其次，真题包含许多考试信息和讯号，具有

情报功能，吃透真题，可以充分理解和把握命题人的思路。

此外，最近几年的真题可以检查考生的复习情况。真题是考

研复习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 一、真题的来源和真题解析

的选择 对于金融联考的考生，从互联网或一些参考书上即可

获得。非联考的考生可以通过几个途径获得真题：咨询报考

院校的研究生处，很多学校可在该校图书馆或档案馆获得；

到该校附近的书店购买；到跨考网上定购或跨考论坛上免费

下载。 此外，还应该选购一两本金融学真题解析真题解析的

挑选很有技巧，首先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到书店挑选时，翻

开看看其中的内容，看能否说服你。其次，许多人选择真题

解析喜欢看哪本书分析的“详尽”，而不是看具体怎样分析

，其实应该看解析思路和启发性。 二、真题的使用方法 一开

始复习就做真题，可能会丧失新鲜感，放到最后做，又怕复

习偏了；做的遍数少了担心领会不到要义，做的次数多了又

会条件反射，看见题目就知道答案，也达不到效果。大家可

以选择在基本把握了全部知识点，并做了一定量专题习题之

后开始做真题，大概是十月、十一月左右，从时间上看不早

也不晚。对于真题的使用，跨考老师的建议是： 1．真题检



验，弥补复习的不足。在标准的考试时间，整套做题，规范

评分，直接入手，就题论题。这个过程要达到两个目的：第

一，感受试题难度和时间的分配问题，了解所有题型的原貌

，重点关注难易程度、题型、分值信息；第二，通过真题检

查自己复习的状况，挑出做错的题目对照书和笔记将相关相

近的知识点再整理复习一遍。 2．分析每一套真题的答题情

况，进行强化练习。以联考为例，看看自己选择、计算、简

答、论述那类题型偏弱，然后在进行强化练习。许多非联考

的学校，题型比较单一，这就要看看自己经济学基础、国际

金融、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哪个部分、哪个章节比较薄弱，

同时关注各章节的出题比重，重点关注重要的已考点。另外

，要关注考题中涉及的当年时事是如何和命题联系起来的，

因为金融学考试每年都会涉及当年的时事热点。 3．以真题

为纲，其它习题为辅，探索解题的规律和技巧。有不少考生

做真题时只做客观题，不做主观题，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

金融学主观题技巧性很强，即使你知识点掌握得很熟练，但

答题思路和表达上存在问题，扣分也很多。金融学真题的参

考答案价值很高，反复总结，可以从参考答案中学习答题技

巧和步骤，以及如何命中“采分点”。，。 4．分析试题特

征，把握命题方向和复习重点。其实针对金融联考，很多专

家做了这个工作。今年的考试大纲还没有下来，同学们可以

参考去年的《2011年考研金融联考大纲解析》分析试题基本

指标与总体特征、命题规律和2011年命题趋势及备考提示，

对复习非常有指导性。考生可以参考这个模式，对自己报考

学校的试题进行大致的分析。另外，有些不是联考的学校，

其试卷也透露出很多命题规律，考生也可以进行比较分析。 



三、真题使用的误区 很多考生很容易在狂啃真题的过程中陷

入误区： 1.过分迷信答案 市场因素导致很多出版物把关不严

，答案常常出错，很多考生根据答案来分析题目，结果导致

考生对该知识点认知和理解误差。这就提醒考生要寻找权威

的答案。 2.单纯复习真题 有些考生还没有摆脱上学时的习惯

，仅仅背诵老师给的提纲或把老师给出的题目理解透彻，就

可以通过考试。但金融学考研并非如此，尽管不乏考点雷同

的题目，但不是光背诵历年的真题或抠题目就可以了，题目

背后的东西更重要。 3.认为真题年数越多越好 有的考生迷信

真题，觉得多多益善，其实近年金融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命

题思路等各方面都有很多改革，过分久远的试题不仅没有参

考价值，浪费时间和经历，还会误导考生。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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