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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6_81_E5_8A_AA_E5_c73_173594.htm 刚开始复习时，不

必太着急。因为面对陌生的教材，可能会有一点恐惧与担心

，另外就是静不下心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很多考研

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一定要相信这不是你个人的问

题。 对于专业课的复习，由于专业的差异，再加上个人习惯

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的定力很好，那么天天抽

出一定的时间看专业书当然更好。但是如果思想老是开小差

，坐不下来，那么做摘录笔记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也许你

会认为这样的生活很无聊，其实不然，当你全身心投入一件

事以后，你会觉得是一种乐趣。到了这样的地步时，考研成

功的把握就比较大了。 1.前期准备 我是从3月份开始准备考研

的，虽然在此之前一直有此意向，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动力而

搁浅。而现在，我为我的搁浅而感到庆幸，因为考研说到底

是一个短期行为，战线拖得太长会有身心疲惫之感，反而容

易导致失败。 在3、4月份，我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考研信息和

资料。因为，尽早确定报考学校与专业是必要的，有助于行

动方向的确立。我很久以前就确立了我的目标：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学系。相较于以前的学校与专业而言，既是跨学校又

是跨专业：我的本科是在四川大学读的，专业是哲学。虽然

哲学与社会学有理论上的渊源，但实际考试内容却有很大差

别。因此，及早地弄到一套历年考题及考试书目是很有帮助

的。很多学校和系里都会赠送或出售历年考题和考试书目，

但有的学校与专业就不会，比如北大历史系。这些情况打电



话到系里会了解得比较清楚。另外，现在市面上有一套考研

专业课试题的分科汇编丛书，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我对照了

一下，认为它的信息是比较可靠的，至少人大社会学系的题

目是准确无误的，因而可做参考用。 如果实在弄不到历年考

题和考试书目，我想那样报考的风险就会比较大。因为考研

与高考不同，高考是全国或几省统一出题。而考研各所学校

各个专业的考题与书目都不同。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显得

尤为重要。 此外，还有诸如招生名额、招生比例、录取分数

线等情况。这些可以向系里询问，不过一般不会有答复，还

可以向往届考上的师兄、师姐打听一下。另外，那些刊载各

学校代码及专业代码的大书上也会有一些值得参考的东西。

例如，人大2002年的招生目录里就明确地写到：“去年实

招26人，其中统招23人，自费3人。”这样就可以大致推算出

今年的招生情况。通常的情况是名额逐年增加。 有了考题，

对于考试方向与重点的分布就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样看

书就不会觉得一片茫然，不知该从何处着手。有些学校和专

业开出的参考书很多，因此通过考题就可以发现哪些书是最

重要的，哪些章节是出题频率最高的，甚至还会有重复出题

的情况。这样就可以略去一些从未出过考题的章节，并通过

寻求考题答案的过程寻找相关书目。经过这样的过程，考试

的专业课范围就大致确定下来了。 下一步就是购书。尽量将

所需的书都找齐，或买或借都可以。有了书心里会比较踏实

，感觉上比其他人有优势。有些书书店买不到，但是系里可

能会有。而有的书根本就没有再版过，哪里也找不到。遇到

这种情况，能借就借，无法借到就找一本相近的书替代。 2.

第一阶段复习（4月～8月） 经过前期的准备，考研所需的资



料大致差不多了。从4月份开始，就可以着手复习了，下面我

会分科目讲述。 刚开始复习时，不必太着急。因为面对陌生

的教材，可能会有一点恐惧与担心，另外就是静不下心来，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很多考研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

程，一定要相信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实在看不下去专

业书，就先准备英语。我想英语的重要性是大家都会清醒认

识到的。我认为英语最重要的是单词。尽管现在有听力测试

，但说到底还是考查你单词的辨别能力。关于考研的英语单

词书很多，最权威的当然是高教司的考试大纲，附录里的单

词几年都没有大变过。再详细一点的就是青岛海洋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那本单词书，当时我们班几乎人人都有。另外王长

喜和谢振元也有专门的考研单词书，收录了比考研大纲更多

的单词和词汇，包括了历年考题的高频词。这样的书有一两

本就够了。 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7月份，我将几乎所有复习时

间都花在英语上，间或看一看专业书，消除陌生感。在背诵

英语单词的同时，可以进行专项的复习和训练。在这方面，

我认为朱泰祺的书比较好，我们班的考研族几乎人手一册。

大家觉得他的书内容比较全面，难度适宜而且错误较少。至

于听力的训练，是长期的事，因此可以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

进行专门训练，日积月累。 对于专业课的复习，由于专业的

差异，再加上个人习惯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的

定力很好，那么天天抽出一定的时间看专业书当然更好。但

是如果思想老是开小差，坐不下来，那么做摘录笔记也不失

为一种好方法。这种方法也是我当时所采用的，因为人大社

会学系的参考书目有十本。我将自己认为的各科重点，有可

能出的考点都归纳为笔记。这个过程不仅方便了以后的学习



，其本身就是对知识的整理与强化。在此过程中，会把这些

书归纳成一个整体轮廓与框架，这一点对于以后的复习是很

有帮助的。因此在假期，我差不多将十本书的笔记做完，也

就相当于通看了一遍这些书。以后，在考研的冲刺阶段，由

于时间的紧迫，我基本上就只看笔记而不看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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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