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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好。随着《1000题》的正式出版，最近很多同学都在问使用方法

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谈一谈考研政治复习的安排以及三件套的使用。

 

首先科普一下考研政治复习的整体安排

从现在开始，考研政治复习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面复习阶段，也叫强化阶段。时间大致是从现在到9月，其中的

重点是7、8两个月的暑假暑期（考研人是没有休假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是全

面复习、打好选择题的基础，并初步熟悉考研政治的话语体系（比如“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三去一降一

补”，这些字你都认识，放在一起可能就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辅导书的使

用上，就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强化三件套：精讲精练、讲真题、1000题。

第二阶段是冲刺阶段，时间大致是从10月到11月这两个月。这个阶段的任务，

除了继续加强选择题的理解记忆，重点是结合当年的时政进行分析题的梳理和

初步复习。辅导书使用的是冲刺三件套（知识点提要、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

考点预测背诵版），这几本书从内容到篇幅都比强化阶段的用书要精简不少，

并配有多个框架图、时间轴等辅助工具，是从全面复习转向重点复习的学习资

料。

第三阶段就是11-12月这个考前最后的准备时期。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时间将用

于背诵分析题的要点，用书就是考前几乎人手一本的《冲刺8套卷》（11月出

版）和《最后4套卷》（12月出版）。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强化阶段的复习方法

因为这是第一轮复习，同学们对很多概念都不熟悉甚至是第一次接触，因此并

不要求同学们马上背诵，只要能看懂、做题有一定正确率就可以。《精讲精

练》今年的修订添加了“考点辨析”板块，可以辅助同学们理解。如果自学有

困难，还可以参考图书配套的免费讲解视频或者腾讯课堂上的全程班（含我的

点题课）。辅导书方面，推荐的做法是看一章《精讲精练》做一章《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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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趁热打铁加深印象。《1000题》的解析部分专门标有该题知识点在《精

讲精练》上的位置，可以快速翻查找到上下文，这点对于毛中特这种记忆型题

目比较多的学科来说可以明显提高复习效率。



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同学们在看《精讲精练》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那些包含三

个要点的知识点，因为这种很可能出四选三的多选题，你在做题的时候要能排

除掉干扰项。比如下图这道题，第一、第二、第三可能都是书上的原话，第四

阿森纳你就要能分辨出来。 

 

正确率方面，比较理想的是不应低于真题正确率，也就是单选65-70%，多选

50-55%。如果低于这个正确率太多，说明复习的太快，或者方法有问题，需要

及时调整。从四门学科的难易程度上来讲，马原偏重理解，一般来说正确率最

低，如果一开始复习在马原上面进度卡得比较厉害，严重影响了复习的状态，

可以先跳过，从毛中特开始复习，等习惯了政治复习节奏之后再回来看马原。 



阅读原文

最后说一下真题的作用。在刚开始复习的时候，我建议同学们先浏览一下近一

两年的真题（选择题部分），了解一下真题的命题风格，这样在看书的时候会

更有针对性。比如你会发现，“第一次”、“首要”、“根本”、“核心”这

类关键词是经常出题的点，那么在看书的时候，就要有这种敏感性，碰到此类

关键词要尽量加深印象。等到第一轮复习结束，再去系统地做几年真题检验一

下复习效果。关于真题常见设问类型和干扰项设置可以阅读《讲真题》开篇

的“使用说明”，有具体的例子。

 

如果同学们还有什么关于复习方面的问题，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祝大家复习顺利！

肖秀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