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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98_E4_B8_8D_E7_c78_161994.htm 何艺同学在2002年研究

生入学考试中，以总成绩407分的骄人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其中英语、政治均为85分。正如她所说的“万变

不离其宗”，06年的考友来听听高手的心得体会吧。 谈到经

验交流我就头疼，因为大家觉得我的“经验”太过玄虚，好

像唱高调。 这实在很冤枉，须知胆小如我者，最怕背上“误

人子弟”的罪名，所以每次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大概是

我这个“个案”过于特殊，缺少共性，才很难引起共鸣。不

过再极端的案例也应有其参考价值，在此不谦虚地向各位展

示我的考研心得(经历加反省)，供各位考研同路人参考。 万

变不离其宗 “变”指的是考试，“宗”指的是知识和能力。

考研复习，最重要的是立足于书本。只要参透了书本的奥秘

，不管考试怎么变，都能应对自如。这其实是一个如何看待

考试的问题。千万别把考试看成是刁难自己的死对头。在我

看来，考试是一次系统学习的机会，我们不是在应付考试，

而是要借此回顾自己的学习情况，查漏补缺，对自己的知识

结构进行梳理。 考试其实是围绕着知识体系来出题的，作为

检测和选拔的工具，一个考试要有效度，就必须体现知识和

能力的水平，所以与其被考试牵着鼻子走，天天猜题押题，

还不如把心思花在系统的学习上。押题猜题的风险很大，还

很耗费时间，而且得到的知识缺乏系统性和深度，很难存入

长时记忆系统，也不容易提取和迁移，更谈不上在将来能派

上用场。再则由于有考试这个中介物，猜题与知识水平就存



在一定的正相关，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来猜题，那纯粹是赌

运气。所以在没有打好知识基础前，猜题的回报率是很低的

。把猜题的时间和心思拿来看书，先把书上的东西吃透，真

正学到东西，才能做到“胸有成竹”。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

己 有很多同学缺乏自信，盲目迷信考研辅导班，试想有多少

人挤在同一个礼堂听考研辅导？如果光靠这些就能考出好成

绩，为何每年还有那么多人落榜？所以，考研需要的是“自

力更生”，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结合自己的情况，才能得

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现在的考研班越办越火，许多同学报考

研班、买资料，往往是随大流，求得心里安慰；或是怕自己

半途而废，找个外部压力督促自己。我认为，报班是必要的

，只是不能因此就以为有了依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

有自身的努力，报了辅导班也不会有效果。另外，考研辅导

是面向所有人的，缺少针对性，所以还要慎重选择，看是否

适合自己的需要，否则花钱是小，浪费时间是大。我只报了

一个为期两天的政治冲刺班，以此来对知识做一个整体回顾

。其他的时间都用来自己看书和做题。天上不会掉馅饼，考

研还得靠自己。只有相信自己，沉下心来复习，才能踏踏实

实地前进。 复习一定要有计划 上帝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考研

一定要有计划。由于考研的任务繁多，时间较长，所以有一

个大致的整体计划能够保证全面、有序地把这场持久战打到

底。有了计划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东打一枪西放一炮

，没有效率。在大的计划之下，还要有各个阶段的小计划，

并且根据具体的进度不断地修改，有利于集中力量，个个歼

灭。超额完成任务时可以奖励自己，放松一下，进度落下时

就埋头苦干。这个计划不一定要太正式，只是让自己有一个



大致的安排。我不是特别有计划的人，但考试前还是大概布

置了一下，九月份以前看完第一遍专业书，十月份看完政治

课本和一本英语辅导书，11月份看政治辅导书并进行第二遍

的专业复习，12月份则是政治、英语、专业一块儿完成第三

遍复习，最后一个月进行专题复习。这样下来不会太累，而

且有的放矢，心里比较踏实。 最后我还要罗嗦一句：“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考研时请注意劳逸结

合，松弛有度。学习累了的时候不妨好好放松一下，看看电

影，听听歌，适当的休息可以使接下来的复习更有效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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