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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社会正逐步迈向知识经济时代，毋庸置疑，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而在今日中国，大学本科生屈指可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国家出台的高考扩招政策更使本科生的数量成倍增长。
人们已达成一个共识：大学本科教育只是高等教育的第一步。
于是，考取研究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成为无数青年提高自身素质、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途径。
　　作为过来人，10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于此，并希望能为此做些什么。
　　2000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名校硕士谈考研》一书。
该书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先后作了报道。
2002年，《中国名校硕士谈考研》改为丛书，分为《考研战略战术》和《风雨考研路》两册。
此后，两书每年均推出修订版。
　　与目前流行市面的大量直接针对具体科目的考研书籍不同，本丛书的最大特色是由考研成功者以
过来人的身份与后来者交流心得体会，共收录全国三十余所著名高校的数十位研究生（部分为博士生
）的文章，其中部分作者系入学考试专业第一名。
多年来，许多文章在考研者中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考研战略战术》定位为“备考方法全攻略”，从考研战略战术的角度，为考生全方位指导备考
方法。
全书内容涵盖考研的复习方法、时间安排、学校及专业选择、心态调整方法和复试策略等。
我们认为，这些方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并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出判
断，以补充、完善自己的备考方法。
　　《风雨考研路》多角度地展现了考研者的奋斗历程，体现了对考研群体的独特人生体验的关注，
反映出当代中国青年拼搏奋斗的进取精神，读来催人奋进，希望能为考研者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其中部分作者为大学本科毕业直接考取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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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名校硕士谈考研丛书》包括《考研战略战术》和《风雨考研路》两本，本丛书最大的特色
是考研成功者以个人的身份与后来者交流心得体会，这种交流既包括精神层面的交流也包括具体方法
策略的交流。
共收录全国三十余所著名高校的数十位研究生（部分为博士生）的文章，许多文章在考研者中已成为
脍炙人口的名篇。
《考研战略战术》是一本“备考方法全攻略”，其中考取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考研成功者从自身的经
验出发详尽介绍了考研复习的方法和策略。
希望读者朋友能够从中得到启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想要考取的院校专业来参考他们的宝贵经验
，来补充、完善自己的备考方案。
此外，附录“回首研究生生活”栏目收录的文章回顾这一段青春时光，总结得失，可为如何度过研究
生阶段的学习提供借鉴。
附录“回首青春十年”栏目中的文章展现从读研开始近十年的人生轨迹，从中可以领略读研后的生活
、工作以及读研对于人生的意义。
第11版在第10版的基础上更新了大部分文章，选用了近几年，尤其是去年刚考上研究生的作者的文章
，适合即将考研的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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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磊：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副处长。
1973年出生于山东单县。
1988年底开始参加自学考试，1995年获自学考试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山东师范大学学士学位，同
年赴中国政法大学进修，2000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2003年毕业进入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工作至今。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考研战略战术>>

书籍目录

　　我的清华之路（马文瑞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考研是个体力活，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甚微
，文科考研唯一的秘诀就是不断地重复，重复率越高你胜利的概率就越大。
　　　　理科类418分考生的真情岁月（李倩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　　第一遍复习期间，我们每周进
行两次讨论，攻克书中的一些难点、疑点。
第二遍做真题就更离不开讨论了，很多真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先自己整理答案，然后互相参考、
互相讨论。
这是一种良性竞争模式，在交流中既突破了自身的狭隘，同时又从对方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风雨兼程“三跨”路（朱霜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也知道他们的办法好，但是确实不
适合我。
所以，大家要按自己的具体情况操作。
前人的经验一定要学，能做到是最好的，但不代表你就必须遵从。
适合，永远是最重要的。
　　　　苦心人，天不负（邓振华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的方法是在活页纸上把不会的单词全
部抄下来，将活页纸折成四列，第一三列抄出不会的单词，第二四列抄下来对应的意思，然后再准备
一条与活页纸等长，宽约等于抄单词的纸一列宽的纸，背单词的时候蒙上中文意思的那半边，看左边
回忆右边的意思。
　　　　天道酬勤（姜禹著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的做法是把一段话给它分成几个意思，然后
加以总结，写成一条一条的解释整理到笔记本上，这样看似混乱无章的管理学一下子有了些眉目，也
好抓重点了。
这样再浓缩之后就是一本微型的管理学笔记，便于自己随时复习以及后期记忆。
　　　　花开的声音（杜斐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在我选择它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象自己化
作一颗紫金香的种子，深埋在黝黑的泥土里，期待着有朝一日在朝露清凝的晨曦里嫣然绽放。
　　　　401分考研经验谈（冯继员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的备考经验概括来说便是：坚持效率
优先、兼顾时间的原则；保持平淡的心态，保证良好、充足的睡眠；制定比较完备的计划，并不断进
行反思与总结。
　　　　考研英语82分的心得体会（张世雷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背单词的方法是早上
背一遍（一般是一次100个），晚上复习一遍，第二天早上背新的100个之前，把昨天的100个再复习一
遍；每隔三天把这三天的300个来一次阶段复习，每隔七天再把这七天的700个来一次总复习。
　　　　考研数学全攻略（杨晔东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如何从繁杂的课本定理例题中，领悟
到高数的精髓呢？
这就需要做辅导书上的例题，每一道题都要当做如获至宝，或难或简单都能有所收获。
做题时，有些定理和公式会忘记，那就翻开课本找找，画上重点；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定理你又忘记
了，那就再翻开书，再画上一次重点⋯⋯　　　　贸大商英，尘埃落定（贾海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
士研究生）　　生活始终是手中长长的线，不要用它去绕自己，拉得远一点，看得轻一点，不然如何
放起生命的风筝?　　　　君子一“研”，驷马难追（武泽龙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英语差的
同学也不用气馁，不妨试试我这“单词突破法”。
背单词的确很枯燥，但是要硬着头皮来。
千万不要说“我习惯通过阅读来记单词”，那只是逃避，我以前就是这种想法。
后来经过一个月枯燥乏味的死记硬背，才发现这才是正道！
　　　　中山大学初试经验谈（高花妮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　　作为一门语言，它是需要你花很长
的时间去积累，去吸收的。
从你决定要准备考研的那一刻起，英语的复习就决不能停止。
　　　　考研复习流程之我见（吕晓萌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在看书和做题的时候，可以把
一些比较重要的结论、公式摘录下来，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翻，这很有帮助。
数学的关键就是做题，而做题一定不要带有抵触心理，全身心投入进去，去发现数学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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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兵法（赵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　　考研这事如同磨刀，首先你得磨刀锋而
不是刀背，这是所谓的正；你换块好的磨刀石来磨，可以省力一点，这是所谓的奇。
　　　　人生有梦，筑梦踏实（张芳圆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将真题按题型和年份，分别做成
横纵坐标轴的表格。
我还没有见过有人用表格形式呈现真题，但是这样做确实便于分析比较，建议一试。
　　　　分享关于考研的点点滴滴（高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　　如果想硕士毕业后找一
份满意的工作，那么你就要区分工作单位的性质，如政府机关公务员、国企、外企等等。
这时，该学校的地理位置、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工资水平、校友资源、社会的认可度等等就要
成为重点考虑因素。
　　　　考研路上——可以说的那些事（侯琼琼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　　每个人都会有一条适合自
己的路径。
奇妙的是，两个人沿着一条路走，却不一定走到相同的地方，沿着不同的路走却有可能在终点相遇。
佛曰：不可说。
当然，也有可说之处——不只是考研，任何事究其根本都有规律可循。
　　　　跟我学，你一定能行（杨权利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　　从以上我的备考历程看，大家会发
现我学习用的书比较少，而重复的次数却比较多。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你做了多少件事，而在于你将同一件事做了多少遍。
重复到一定程度，你就是专家了！
　　　　美妙的旅程（孙金华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所谓空想法就是不看课本回想看过的内
容；或看课本的大纲填充细节。
这种复习方法同盯着课本死记硬背相比，所用时间更少，但是却更容易找到记忆中的“盲点”。
在回忆难以为继时，翻开课本，那么这一段知识对神经元的刺激非常强烈，因而也就容易刻入脑中。
　　　　考研，需要用心经营（毛庆凯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埋头苦干也许会让你把事做成
，但用心不仅能让你做成事，还可以把事做到最好。
很多人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年却没有实现梦想，就是因为只顾“埋头苦干”，而没有学会用心和总结。
　　　　圆梦人大（徐翠翠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考研英语真题是有规律可循的。
例如有些词汇虽然在多年真题中出现，但是通过横向对比，你会发现，尽管词汇书中在每个单词后面
都注上了多个意思，但真题往往偏爱某一个意思，而且反复考核这个意思。
　　　　走过考研（裴萱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　　信心、决心和恒心是考研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
定要坚持到底，把长期计划与月计划、日计划结合起来，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进行复习。
　　　　考研，一路走来（张宸玮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从我个人做题体会总结，无论是数
学还是英语，历年真题都是需要精做的，所谓精做就是仔细做、全面做、反复做，仔细推敲题目所考
查的知识点以及所运用的解题方法。
　　　　留在记忆中的考研日子（刘飞中国地质大学硕士研究生）　　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我向他们
学习“挖地雷”，即把那些经常误踩的知识点给挖出来消灭干净并防止以后再次误闯。
在这三个月中，我每天都在向研友们学习“挖地雷”，挖一个毁一个。
这个百试不爽的“葵花宝典”使我安然无恙地走过了许多“雷区”。
　　　　梦圆北洋（雷达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一直认为人生除了自由发展之外，还有很多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就需要考虑未来的职业规划了，让兴趣的选择和职业的规划结合到一起，这个结
合点就是自己应该选择的专业。
　　　　心与梦想同行（肖小月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　　也许你无法相信，在低迷时给自己一点坚
持的勇气，等到你攀到一个高峰回首过往，你才发现当初点点滴滴的细微才积淀了此刻的自己。
　　　　南开法硕之路（于江锟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　　考研考的主要是阅读能力，很少对某一单
词考查过深，学习过程当中应该坚持“快速多遍”的原则，除了第一遍和考研核心词汇外，你只需要
一遍一遍地快速浏览记忆即可，要知道很多单词是根本不会考的。
　　　　告诉你最真实的考研（全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其实考研并没那么可怕，只
要你多一些坚持和耐心，生活规律一些、节制一些，用心去体会学习中的乐趣，你会从中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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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医考研方法论（周露婷第二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　　逐句、逐段、逐篇、逐章地处理后
，一本属于自己的西医综合辅导材料就形成了，并且该复习材料只包括教育部所规定的考试内容。
复习时以该材料为蓝本，同时兼顾教材与真题，大大地提高了复习的质量和效率。
　　　　个性化考研完全攻略（张黎明天津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考研的，
理由是不管你考不考得上，这将都是一种经历、一种别样的生活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强化自己
的政治理论水平、外语水平，梳理你的专业知识，锻炼各种能力，收获坚强和自信。
　　　　复习一个月的考研高分奥秘（王宁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　　考研从形式上说，就是选
择学校专业——备考——初试——复试这样一个由四个步骤集合的过程。
从内容上说，就是要求你暂时放下一切，拿出一个整段的时间，调整心态，端正态度，掌握正确的方
法，集中精力去做好一件事情，这样一个追逐幸福和理想的过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姚茜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　　不要限制自己，不要用一般规律的条
条框框作为阻止你前进的借口，不要让别人的猜疑阻碍你追求梦想的脚步！
你可以成为让别人刮目相看的特例！
你也会在不断自我突破的过程中发现自己都不曾发现的自身的潜力！
　　　　附录A回首研究生生活　　教堂山之路（樊儒昆浙江大学硕士）　　“穷二代”的呼声（李
星中山大学硕士）　　在路上（姚茜天津大学硕士）　　激情飞越渡关山（聂宏毅清华大学博士）　
　三载读研路感恩惠园情（李兰对外经贸大学硕士）　　生活，又一个段落（李胜北京大学硕士）　
　《Never Surrender》后记（胡艳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李玲香北京师范大
学硕士）　　君子自强天行健（吴计政北京大学硕士）　　散笔读往——我的北大三年（吴航斌北京
大学硕士）　　回想研究生那两年（文木外交学院硕士）　　写给后来者（郝伟华北电力大学硕士）
　　跳好读研这块板（郑刚东南大学硕士）　　长远之志，平常之心（叶鑫潮浙江大学硕士）　　附
录B回首青春十年　　极地跨越（高众勇厦门大学博士）　　与考研无关的人生（鲍晨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研究生）　　我这十年的学习（萧冬镞北京大学硕士）　　造就一双隐形的翅膀（聂宏毅国防大
学硕士）　　附录C考研政策信息问答　　附录D编后记　　2003年第4版后记：一本书和一群人的成
长　　2009年第10版后记：青春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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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次走在校园里，徜徉于大槐树下、石凳旁，聆听小鸟的叽叽喳喳，连趴在草地上晒太阳的小猫
也缓缓地伸了个懒腰。
我深吸一口气，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感知外界、感知自己的存在了。
　　我心中一直有个复旦梦，为了它，我愿意全身心地投入。
就这样怀着心中的梦想，我参加了2010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回学校的路上，我抬头望望窗外的明月，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后悔，因为自己已
经全力以赴了。
回想这近两百个日日夜夜，所有苦楚与疲惫、骄傲与梦想一起涌上心头。
　　2月28号元宵节这天，分数终于出来了，英语67分、政治73分、量子力学148分、普通物理130分，
总分418分。
我欣喜若狂，上天没有辜负苦心人，高兴地吼了两声，冲出了宿舍⋯⋯　　考研心得　　首先要端正
自己的心态，思考几个问题：我要不要考研，我为什么要考研，我如何考研。
确定自己要不要考研是件好事情，冷静地分析后，决定该朝哪个方向努力，是考公务员、找工作抑或
是其他打算，免得在模棱两可间挣扎，做无用功。
思考自己为什么要考研，能给自己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管是追寻梦想、提升学历抑或是仅仅暂缓
就业，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理由。
　　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了，如何去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
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第一，敢于做一名勇者，勇敢地挑战考研生活。
这不是说考研的日子有多少惊涛骇浪，洪水猛兽，而恰恰相反，考研的日子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窒
息。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是“工作日”，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1个小时。
因此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心理、得过且过。
这是一场长时间的马拉松赛，较量的是耐力，比拼的是毅力。
第二，要做一名智者，合理地安排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根据自己的兴奋点安排各科时间，做好长远计划和近期计划，每天看书之前就要对今天的任务做一下
计划。
　　各个复习阶段的大体安排　　现以我自己为例，说一下我一年的安排。
　　关于英语　　我的英语水平一般，在2009年1—4月期间看的是考研英语词汇，前后共看了三遍。
看第一遍时，仔仔细细看每一个单词的每一个义项，并同时做一下筛选，选出比较陌生的词汇，以留
作第二遍时重点掌握。
看第二遍的时候要加快速度。
在第三遍时看到单词，蒙上释义，猜它的读音、拼写、意思，边考察边记忆。
2009年5—8月，坚持每天晚上做两篇阅读，并注意记忆单词、词组、句子结构。
9月至考试前这一段时间做真题（真题是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做第一遍真题时可以先做一整套测试自己的水平，分析自己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
然后可以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我选的是下午，因为这正和考研英语时间相契合）把真题拆开来做，分
析每道题的出题规律，只有了解出题人的套路，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第二遍可以把英语试卷中的每个模块分开来练习，总结每种题型的易错点并强化训练。
第三遍就要临场模拟考试了，完整地做一遍真题或者是预测卷以把握做题的时间、心态等。
　　关于政治　　我复习政治开始得比较晚，教育部大纲下来之后才正式开始复习。
暑假上了强化班，之后两个月，每天晚上空出一点时间消化理解政治考试大纲，结合一本习题边练习
边记忆知识点。
到11月份便开始背诵要点。
这时背诵要一章一节，循序渐进地进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千万不可把宝放在押题上。
同时可以做一下历年的真题，虽然政治真题不如英语真题价值大，但是也不能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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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年政治大纲有所变动，例如2010年政治大纲就有很大增删，总体难度放低、考查面扩大，但是
分析历年的真题就会发现，一些经典的题目会改头换脸重复出现，近几年出过的大题一般不会再出。
临近考试，可以参考一下各大辅导机构的预测题，自己做好分类梳理，分析题目的考查点，总结一些
针对各种知识点的表达模式。
　　关于专业课　　我从头到尾复习了四遍专业课。
第一遍非常详尽，每一处细节、每一道题目涉及的知识点都不能落掉并仔细思考做好笔记，这一阶段
大约用两个月的时间。
第二遍开始做真题，并对照参考书查缺补漏，同时注意总结每年真题出题规律，把握重点，深化对知
识点的理解。
这一阶段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第三遍，在第二遍的基础上再复习一次，只不过这次要有重点，把握各章节脉络。
这一阶段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第四遍就是冲刺阶段，看着目录回忆各个章节知识点和公式，熟悉各个出题点，激活记忆以便考场上
“文思泉涌”，拿到应该得的分。
　　因为专业课比较侧重理解，和研友们的交流就显得比较重要。
第一遍复习期间，我们每周进行两次讨论，攻克书中的一些难点、疑点。
第二遍做真题就更离不开讨论了，很多真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先自己整理答案，然后互相参考、
互相讨论。
这是一种良性竞争模式，在交流中既突破了自身的狭隘，同时又从对方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另外，心态上有什么波动，生活中有什么难题，找研友们倾诉一下也会好很多。
考研的漫漫长路上需要志同道合的人做伴，千万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关于辅导班　　关于辅导班，我不能不多说几句。
好多人都说报辅导班没用，浪费时间，但是我个人认为辅导班在我考研的路上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不管你报哪家辅导机构，毕竟那里有很多同学在一块儿学习，能让你紧张起来、兴奋起来，同时有了
辅导班老师传授的经验，也免得你走弯路。
在2008年的冬季，我选择了低价位的一家政治班。
2009年春季我们便开始上英语班，从词汇、分析句子结构开始，自我感觉把一个长达三四行的句子结
构分析清楚后，很有成就感。
2009年暑假期间，先后上了10天的政治和10天的英语。
关于英语，我学会了很多做题技巧，明白了在考研英语的考察中，光有扎实的基础是不够的，还要仔
细分析文章、题目、答案。
关于政治，在上暑假辅导班之前，我一点都没看，很新鲜地听老师讲了一遍。
老师们妙语连珠，把各知识点较为透彻地讲解了一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重要的冲刺班开始上了，那时距考试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人心惶惶，此时上辅导班就像吃了一颗
定心丸，使我们静下心来复习下去。
英语讲解的作文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背诵了很多妙句、模板灵活地套用并反复练习，最终形成自己
特有的模板。
后来在考场上，我只用十几分钟的时间便完成一篇高质量的作文，这为我赢得大量时间。
　　备战复试　　复试千万不可小觑，这是我对广大考生们说的话。
　　虽然不用像准备初试那样每天筋疲力尽，但是必须得上心，安下心来开始新的计划。
因为初试考过的某些知识或许已经淡忘，而初试没有涉及的内容更需要仔细复习。
特别指出的是，如果你初试成绩不是太好，那么一定要好好准备复试，翻盘的机会到了。
　　复旦物理系复试只有面试，没有笔试。
2010年3月下旬我们接到去复试的通知，提前三四天去了上海。
2010年3月29号正式面试，早上6：30起床，我还特意注意一下我的着装，看是否干净、得体。
上午8:30，一块儿过来面试的同学在物理楼集合。
我们先进行分组，分了共3组，面试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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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分到了1组第2位出场。
我在等待中紧张得不行，感觉时间很漫长。
最后看了一眼自己整理的笔记，头脑清醒了许多，和旁边的女生胡侃了两句，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
。
轮到我了，我进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看到五位老师面带微笑，待他们说请坐后，我进入了状
态便不再紧张了。
　　首先是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我不紧不慢地说下来，最边上一位女老师夸奖我说得很流利。
事后一想，这个环节只是考查你的口语流利程度并顺便对你进行了解，所以准备底稿时不必用太复杂
的句式和多么富丽的辞藻。
接下来，老师们便问起了专业知识，都是一些较为基本的物理概念和对一些物理现象的理解。
可以看出，老师还是比较注重你的基础知识，准备复试时就要看透这些最基本的内容，锻炼思维的灵
活性，并注意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复试期间我主动说自己参加过科研训练，并大体讲了所用仪器——飞行时间质谱仪的原理，赢得在场
老师连连点头。
从这里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导师一般很在意你的科研能力，要主动说明自己相关的科研经历
；二是要把握主动权，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
自己哪方面掌握得比较好，便先提供与这些方面有关的“线索”，老师们问问题很随意，有时候会顺
着你的思路问下去，这样岂不是你掌控了局面，问题回答起来也相当得心应手。
　　对于复试什么时候找导师、找什么样的导师，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大体来说，初试分数下来后，就得着手联系老师。
提前联系老师是很有帮助的，复试完同样的条件下在你或另外一位同学之间，导师会更倾向于选择你
。
甚至，如果你联系的导师非常乐意收下你，即使你在面试中被刷掉，也有可能会被破格录取。
找什么样的导师就要看自己的兴趣了，喜欢哪个方向，并综合考虑导师的情况，再做定夺。
万不可大面积撒网，跟几乎每一个老师发邮件表露自己的意向，这样可能会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
　　经过这么一段艰辛却又让人怀念的日子，你会发现自己收获了很多。
有这么一段平淡却又很值得骄傲的经历，你会完成自我的超越，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性格和为人处世
上。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葡萄是甜还是酸，只有自己品尝了才知道，真正的考研生活只有亲自经历才能品
透个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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