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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有不同的题型结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考查的

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考查考生对本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的掌握情况，这可以通过名词解释、选择题、填空题、

判断题、简答题等题型来考查。这一部分的分值一般不会太

高，通常不超过５０％；从考生的答题情况来看，这一部分

题目得分难度不大；第二部分是基本理论知识的运用考查。

一般来说，对于研究生入学而言，专业课常常有几道大的论

述题（对法律专业来说还可能有案例分析题），这种论述题

与教材上复习思考题往往不同，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论

述题与现实生活或当前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有关。甚至要求你

谈谈当前学术界就某个问题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并作出你自

己的分析。 针对上述出题结构与特别，特提出以下几点复习

方法供您参考： （１）及时总结。漫无边际地做题，只会迷

失于无边的题海之中，浪费时间，却收效甚微。只有全面扎

实地掌握基本理论知识，才是赢得基本分数的必备条件，只

有将看过的书、做过的题及时总结出来，把握重点、难点才

能在日后复习中继续巩固，反复强化。 （２）进行专题整理

。做专题整理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对付试卷中比较

棘手的简答题和论述题。根据一些重要的原理性知识并结合

当前热点问题，为自己列举出一系列问题，然后从教材及专

业杂志中整理答案。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这些问题温习一次

，看是否又产生了新的答题思路。做专题整理，不仅可以提



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系统化和融会贯通

。 （３）分析历届试题。只有详细分析历届试题之后，才会

发现其规律，才能把握出题老师的思路，才可大致归纳一些

经常出现的重点章节，以便重点复习。对试卷应进行三个方

面的分析：一、考过哪些内容？二、所考内容与题型有何联

系？三、近年来考题的变化趋势。这种分析可能提示近年来

专业课试题变化趋势，以便对正式考试中试题可能性的变化

有所准备。比如你从历年来的试题比重分析，得出某方面的

试题比重逐年增加的结论，并预测在以后的考试中，这方面

的试题不会减少，有可能还会增加。因此，你应该加强这方

面知识的复习。 此外，专业课考试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与现

实问题结合比较紧密的试题。为了准备这些问题，一般需要

看一些专业的报刊杂志。比如说你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

生，那么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编的有关你报考专业的刊物就是

你首选资料。当然，不要大部分精力放在这方面，你可以利

用一些边边角角的时间，如午睡刚起床、晚上睡觉前一段时

间浏览一下报刊杂志。 最后，谈一谈专业课复习侧重点问题

。 在全面备战时，文科和理科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一般来

说，理科的考研试题最重视基础，考理科一定要在基础上多

下些功夫，不要想着以题海战术取胜，更不必去刻苦钻研偏

僻之题，而应立足于吃透课本，弄懂课后题，举一反三，对

知识体系系统的掌握，达到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做一些典

型题即可。 文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尤其是应用文科，有很

强的时效性和应用性，一定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平时多关

注一些国内外大事。平时在复习之余一定要留心一些相关的

学术或时政动态，一方面也算增进专业课的修养，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对这些问题，专家式的观点对大多数人而

言在短短的考试时间内是绝难形成的，因此平时的积累就弥

足珍贵。 另外，每个学校（针对文科而言）一般都采用不同

教材，采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因此在复习中，要对该校所持

的学术观点尽可能了解得深一些，多一些。在考试答题中，

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答题的倾向性，否则就有可能吃亏。这是

一个现实的问题，可能不太公平，但也无可奈何。因此在考

前要注意搜集一些报考学校的教材、著述、文章等，这也对

取得考试的好成绩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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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