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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冲刺阶段，三招教你“背得会”“写得对”

备考已经接近尾声，大家一定要稳住心态，不要老是因为做题错的多，背

过的知识点不记得，一些小挫折，就直接从根本上否定自己。

新东方在线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研究中心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心态，莫慌!莫

乱!考研就是一段上坡路，肯定会走得很辛苦，要多给自己加加油，鼓鼓气!

一、考前记忆最有效

即使现在有很多背过的知识点都遗忘了，也要抓住最后一个月时间不间段地

重复记忆。背诵与考试之间的时间间隔较短，提取知识的完整度会比较好，另外，

较短的时间会加快我们提取知识点的速度，使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想起与考题

相关的知识点。

新东方在线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分配一些时间将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再完整过

一遍，每天都背诵一些，一直坚持下去，30 天后肯定会有个大突破。

二、此时的错误率并不是你的真实水平

现在这个阶段，有不少同学已经把真题做了很多遍，开始买些模拟题练习。

大家可以适当地用模拟题来练习，保持手感。新东方在线要提醒的是，市面上很

多的模拟题质量良莠不齐，很多题目是没有经过权威的深思熟虑去炮制出的题海

战术，无论从考点命中上，还是出题思维上都不能和真题相媲美。

所以建议同学们在做模拟题的时候不要抱着达到多少正确率的心态去做题，

要有批判的意识，对错题不用耿耿于怀。

三、不要有过高的期待值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复习，大多数同学对自己都有一个比较高的期待值。比如

说，英语阅读一篇最多错一个，数学题要把错误率控制在多少范围内。如果能做

到，就会很开心，如果错的多了，自然就会变得特别焦虑。

你应该相信自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复习，正确率肯定有了很大的提高。不

要因为某一篇阅读或是某几道政治选择题，就一下子否定自己，认为肯定考不好。

新东方在线建议大家不要急于求成，你们正处在质变的临界水平，冲破临界点，

最后都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来源：新东方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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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基础阶段这样复习，高分稳稳的

19 考研倒计时还有二十多天，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的复习冲刺上，20

考研的小伙伴是不是也有了紧张感和危机感？要想后期不慌不忙，就要早早打基

础。今天帮帮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考研重中之重——专业课基础阶段的复习如何进

行？

一、基础阶段的复习重点

1、全面熟悉教材

基础阶段要全面熟悉教材，适当扩展知识面。这里考生就应该指导专业课经

典教材的重要性了，基础阶段一定要了解清楚。

具体做法：快速阅读教材，大致先了解各个知识点，先形成一个整体架构，

然后再逐步精学。这一步看书仍无须看得太深入，当然这个大致了解并不是让你

简单的翻翻书、看看目录就可以了的。需要全面地扫一遍，尽量不要遗漏一些小

细节，目的是照顾到全部知识点，把内在的结构脉络理出来，这对于把握各部分

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加深宏观整体的理解尤为必要。

通过全面熟悉教材，你应该将专业课的复习按阶段的进行划分，并且制定出

一份与自己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复习计划，按照计划进行复习安排。

在熟悉教材的过程，你一定会遇到有不懂的地方，或者理解不透的地方，这

个时候请你将它重点勾画出来，但是不要在基础阶段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非要弄

明白，几门专业课可以较差复习，知识是相通的，你会越学越明白的。

2、明确知识结构、梳理知识脉络

专业课参考书往往比较多，包含的复习内容也非常广，但考试不可能把所有

知识点都考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工作。

快速浏览之后就需要梳理知识脉络。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笔记来进行，俗话

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边看书边做笔记是二次加深记忆的过程。

此外，这段时间你也要看一看近年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边

看书边做读书笔记，并整理以前的听课笔记。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该

阶段大部分学生复习的重点会往公共课上倾斜，专业课复习所占的时间也会缩

短。

在复习的尺度上，应该逐渐抛开书本，将书本中的知识点用自己的语言写出

来，整理成精练的笔记。然后看自己的笔记并形成自己的东西，因为考试是需要

用笔来表达的。

所以，把第一次精读过后的那些重点问题用答卷的方式写一遍，效果是十分

突出的。再根据本专业的情况，翻查其他的参考用书，将新的知识点补上。

3、巧用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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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的价值不仅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表面，它还包含很多“潜台词”。

首先，我们应该对试题进行研究，通过查看手上的试题，我们能了解到该学

校通常会考到哪些题型、分值布局、题量大小等。以文学类考试为例，有的学校

考察的简答题比较多，简答题的分值较大;而有的学校考察的论述题比较多，很

多分值都在论述题上。

那么，在复习备考中，简答题分值比重大的卷子，我们需要以课本为主，不

能遗漏答案要点。对于论述题分值比较的卷子，是需要我们去读一些相关的论文，

搜集一些资料，去作为论述题展开的论据。考试卷子的分值布局，决定了你复习

准备的侧重点。

而且，通过纵向比较同一科目的历年试题，可以了解到试题的出题思路和教

材中的重点出题区域，这就类似于“划重点”。

其次，研究完试题后就要做试题了，试题上的知识点是必须掌握的，与试题

上相关的知识点也不容忽视。做题后可能没有统一答案，但还是要回归课本，从

课本上寻找最合适的答案。

二、如何提高专业课复习质量

1、制定细致的计划，让每天有完成任务的充实感

所谓合理的计划是指一个能够长久执行下去的计划，不是一个从网上 Copy

的计划，也不是一个由别人制定的计划，而是你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的切实可行

的计划。

这个计划要从每个阶段逐渐细分到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一天，甚至每个小

时，因为这样才能让你有条不紊地进行。

计划也需要符合两点原则：可行性和可变性。

2、整合利用身边的资源

这个世界，方法总比困难多，考研专业课复习过程中，可能有的人认为专业

课复习无方法可寻、或者只迷恋有一个万能的方法，以此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

最终也没能真正地解决。

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这也是对资源的一种阐述，有时候，最好的资源就在

身边。

无论是你在找资料还是复习过程，你都要学会利用身边的资源：网络一线牵，

珍惜这段缘!

你可以找到身边已经考上的学长学姐问经验，这些方法中肯定有精华的，但

你要学会甄别优质的信息，并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3、劳逸结合

考研复习本身任务量就很重，没有合理的安排休息与娱乐的时间，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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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想要达到高质量的复习效果也是难上加难，而且也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

呀！

所以，一定要把休息和学习的比例衡量好，每周一定要安排时间进行休息。

考研是场长久战，劳逸结合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学习，

而放弃休息，那样只会让你得不偿失。

特别提醒：千万不要熬夜!千万不要熬夜!千万不要熬夜!

4、保持良好的心态

做一个元气满满的考研 er!

“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选择了考研这条路，我们需要一个人坚

持下去，所以不必哀叹路上的痛苦，没必要抑郁，没必要放弃，考研路上的累和

消极情绪每个人多少也都会有，无法避免，但是不是真的不行了还有待考量，或

许咬咬牙就坚持下去了。

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不是说万事都“乐天派”，而是要学会直面痛苦，学

会解决困难，笑着迎接属于你的结果!

这里，向大家介绍几个保持良好心态的方法：

首先，自我调适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都要清楚，在半年到一年

的考研时间里，我们要面对周围许多的变化，在你的周围，有很多学生可能过着

轻松舒适的生活，享受着清闲的大学时光，但是，作为考研一族的我们，就要忍

住寂寞，压抑玩乐的心态，很多时候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焦躁、烦恼，

无法静心学习，这个时候，自我的调适就尤其重要。

其次，在考研过程中的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要刻意强迫自己去学习，但是

要给自己适当的暗示。强迫学习会让自己产生厌倦和反感，当我觉得没有学习的

状态或者是不想学习的时候，我就会放下课本，选择出去走走，或者和好朋友一

起去娱乐一下。放松是可以的，但是绝对要适度，因为一旦玩得多了，学习的心

情也会不再。

再有，要学会自我肯定与鼓励。让自己看到复习的成果，这样才有更大的动

力投入到更艰巨的任务中去。不过这个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而是在充实的基础

上做出的肯定的。

三、该阶段复习注意事项

Tips1：关于参考书

对于参考书问题，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参考资料不在多而在“精”，我们

要把每本参考资料都摸索透彻，而且千万要避免漏看参考书。如果拿错了工具，

再怎么用力也不会达到想要的效果的。选择对了参考资料是有助于我们考研成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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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2：关于专业热点问题

基础阶段专业课的复习，考生还应该注意本年度所涉及的专业热点问题。关

注当下的热点，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是要比后期通过热点盘点去解析更直观、感

触更深的。

要时刻关注专业相关的权威期刊、报道等，实时掌握专业热点。

Tips3：复习要打卡

基础阶段专业课的复习也不能马虎，尽管是熟悉教材，整理知识脉络阶段，

但是每天也必要有进度地进行专业课的记忆，这也是为了让同学们可以养成学习

的好习惯，把容易卡壳的地方统统消灭。

来源：帮学堂

2019 考研英语翻译——直译和意译的运用

长期以来，一直有同学提问诸如“老师，这句英文中这个短语怎么没有翻译

出来?”、“这半句汉语是从那里来的，英语中怎么没有对应语句?”以及“这个

句子为什么翻译成汉语时，添加了否定词?”等问题。在考研英语翻译中，大多

数情况下考生们都可以采用直译法，少数情况下需要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或者使

用意译法、省译法、增译法等。下面以真题为例来说明直译和意译的运用。

直译和意译

直译，既忠于原文意思又保留原文形式的翻译;意译，不受原文词语的限制，

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的结构，用不同于原文的表达方式，把原文意思表达出来。在

考研英语翻译中，我们应遵循的方法是：尽量采用直译，不能直译才采用意译，

必要时直译与意译相结合。

(1) 能直译就直译

Eg. …the managers have been more than willing to adjust team uniforms to fit

the growing members of bigger, longer frames.

翻译：俱乐部的经理们也非常乐意调整队服的尺寸，以适应不断增多的、越

来越大越来越高的身躯。

(2) 不宜直译才意译

Eg. It was the banks that were on the wrong planet, with accounts that vastly

overvalued assets.

翻译：银行们脱离了轨道，它们的账目将资产评估过高。

(3) 直译与意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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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The purpose of a test is to show what you have learned about a subject. The

world won’t end if you don't pass a test. So don’t worry excessively about a single

test.

翻译：考试的目的在于显示你对某一科目的掌握程度。一次考试不及格天是

不会塌下来的。因此不必为一次考试过分担心。

【直击真题】

He adds humbly that perhaps he was “superior to the common run of men in

noticingthings which easily escape attention, and observing them carefully.”

【结构分析】翻译时，大家还是要先弄懂句子结构，该句中 he 指代上文中

的“Darwin，达尔文”，that 引导宾语从句，从句中“in noticing…observing them

carefully”在从句中作状语，翻译时要提前，而且其中 which 引导的定从又来修

饰其前的 things。此外，大家还要理解句中部分单词和短语的释义，“superior to”

意为“优于、胜于;地位高于;包括范围广于”，“common”意为“普通的、日

常的”，“run”意为“种族”，则“the common run of men”译为“普通人、

常人”。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用直译法把句意传达出来，但定语从句“which easily

escape attention”若直译为“容易逃脱注意力”，则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句

意表达比较别扭，故宜采用意译法，译为“人们容易忽视”。

【完整译文】达尔文谦虚地补充说道，“在注意到人们容易忽视的事物并在

仔细观察他们方面，他或许优于普通人”。

来源：万学海文

2019 年考研英语：考试内容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满分为 100分。

试卷包括试题册和 1 张答题卡。考生应将 1~45 题的答案按要求涂写在答题

卡相应题号的选项上，将 46~52题的答案书写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的边框区域内。

(二)考试内容

试题分三部分，共 52题，包括英语知识运用、阅读理解和写作。

第一部分英语知识运用

该部分不仅考查考生对不同语境中规范的语言要素(包括词汇、表达方式和

结构)的掌握程度，而且还考查考生对语段特征(如连贯性和一致性等)的辨识能力

等。共 20小题，每小题 0.5 分，共 10分。

在一篇 240~280词的文章中留出 20 个空白，要求考生从每题给出的 4 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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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选出最佳答案，使补全后的文章意思通顺、前后连贯、结构完整。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

该部分由 A、B、C 三节组成，考查考生理解书面英语的能力。共 30小题，

每小题 2分，共 60 分。

A 节(20 小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主旨要义、具体信息、概念性含义，进行

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根据上下文推测生词的词义等能力。要求考生根据所

提供的 4 篇(总长度约为 1600 词)文章的内容，从每题所给出的 4 个选项中选出

最佳答案。

B 节(5 小题)：主要考查考生对诸如连贯性、一致性等语段特征以及文章结

构的理解。本部分有 3种备选题型。每次考试从这 3 种备选题型中选择一种进行

考查。

备选题型有：

1)本部分的内容是一篇总长度为 500~600词的文章，其中有 5段空白，文章

后有 6~7段文字。要求考生根据文章内容从这 6~7 段文字中选择能分别放进文章

中 5个空白处的 5 段。

2)在一篇长度为 500~600词的文章中，各段落的原有顺序已被打乱。要求考

生根据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将所列段落(7~8 个)重新排序，其中有 2~3 个段落在文

章中的位置已经给出。

3)在一篇长度约500词的文章前或后有6~7段文字或6~7个概括句或小标题。

这些文字或标题分别是对文章中某一部分的概括、阐述或举例。要求考生根据文

章内容，从这 6~7个选项中选出最恰当的 5段文字或 5个标题填入文章的空白处。

C节(5 小题)*：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概念或结构较复杂的英语文字材料的

能力。要求考生阅读一篇约 400词的文章，并将其中 5 个画线部分(约 150词)译

成汉语，要求译文准确、完整、通顺。

第三部分写作

该部分由 A、B 两节组成，主要考查考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共 30分。

A 节：考生根据所给情景写出约 100词(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的应用性短文，

包括私人和公务信函、备忘录、报告等。共 10分。

B 节：考生根据提示信息写出一篇 160~200 词的短文(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

提示信息的形式有主题句、写作提纲、规定情景、图、表等。共 20分。

*考生应能掌握的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四种能力。但是由于听力能

力和口语能力的考查在复试中进行，因此这里只列出读和写两种技能。

*指在书面和口语表达中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所采用的话语方式，即正式、

一般、非正式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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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将英译汉试题作为阅读理解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测试

考生根据上下文准确理解概念或复杂结构并用汉语正确予以表达的能力。

部分 节
为考生提供的信

息

指

导

语

言

测试要点 题型

题

目

数

量

计

分

I
英语知

识

运用

（10
分）

1篇文章

（240-280词）

英

语
词汇、语法和结构

完形填空多

项选择题

（四选一）

20 10

II
阅读理

解（60
分）

A
4篇文章

（共约

1 600词）

英

语

理解主旨要义、具体信息、

概念性含义，进行有关的判

断、推理和引申，根据上下

文推测生词的词义等

多项选择题

（四选一）
20 40

B
1篇文章

（500-600词）

英

语

对连贯性、一致性等语段特

征以及文章结构的理解
选择搭配题 5 10

C

1篇文章（约 400
词）

5处画线部分（约

150词）

英

语

理解概念或结构较复杂的

英语文字材料
英译汉 5 10

III
写作

（30
分）

A 规定情景
英

语

写私人和公务信函、备忘

录、报告等

应用文

（约 100词）
1 10

B
主题句、写作提

纲、规定情景、

图、表等

英

语

写描述性、叙述性、说明性、

议论性文章

短文写作

（160~200
词）

1 20

总计

50
＋

2
100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最后一个月了，考研数学线代部分如何复习

今天对线代部分在这最后一个多月时间如何进行复习给大家做个介绍。线代

命题整体上来说比较稳定，具有投入时间短见效快的特性。所以考生一定要重视

该部分的复习。

首先线代部分从内容上面来说，考生复习起来感觉入门很难，但是一旦入门，

线代部分题目在处理起来又比较简单。入门难是因为线代里面概念定理性质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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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抽象，小结论比较多，同时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题目中涉及到的知

识点的跨度比较大，所以感觉难把握。但是线代部分的出题角度与处理思路比较

固定，而且重点比较突出。所以只要考生调整好复习方向，抓住复习重心，重点

突破常考的题型，线代部分相对高数来说还是容易拿分。所以我们在后面一个月

的复习中一定要抓住重心，抓重点题型去强化复习做题。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线代重点题在哪出?2 个解答题一般就是在线性方程部分

出两个;或者是线性方程部分一个另一个在特征值部分出。2017 年、2016 年、2015

年数一、数二、数三线代两个大题一个转化方程处理，另一个转化求特征值处理。

所以考生必须要把这部分的内容复习好可以从这 3个方面去做：

①熟练哪些问题是可以转化为方程问题处理的，哪些问题是可以转化为特征

值、特征向量处理的;

②考生需要掌握把问题转化用线代的矩阵表示;

③最后明确要算什么，是算行列式，还是作矩阵的初等变换。

最后考生在复习线代的时候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①加强固定知识点的考查方式把握与复习;

②对固定的题型出题角度与处理方式要归纳总结，且对其处理思路方法要非

常熟练;

③要熟练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转化关系以及角度。

最后祝各位考生在 2019 年的考研大军中能够脱颖而出，取得最后的胜利!!

来源：万学海文

2019 考研政治选择题：轻松搞定的答题方法

2019 年的考研复习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要对掌握的知识点学以致用。

下面是小编整理了"2019考研政治选择题：轻松搞定的答题方法"相关文章，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先熟悉知识点，再做题

不论你高中时代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建议不要太过于自信，毕竟经过时

间的洗刷，很多知识点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在看书之前，先把知识点浏览一遍，

对于看不懂的地方，或者说之前没有见过的知识点，最好在看书的时候先看懂。

第一遍的看书很关键，是一个知识点扫盲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

看书的速度，不要过长时间停留在一个点上。

二、做题时严格要求自己，不要翻书

在第一遍看书之后，可以开始做题的时候。很多同学存在一个毛病，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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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项选择题的时候，发现某个知识点拿不准的时候，就容易去翻书，看看自己

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样的做法是不提倡的，做题就是做题，看书就是看书。尤其

是模糊的知识点，只有当我们做错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印象深刻。把做题当成是

考试，就算是瞎猜，也把题先做完，然后再去翻书查阅自己模糊的知识点。

三、把题目中涉及到的知识点返回书本中，仔细阅读一遍

做完选择题后，我们需要把选择题中涉及到的考点在书本中标准出来。凡是

标注出来的点，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在早晚朗读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读一遍，

也可以仅仅只是默看。总之，标注出来的知识点，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再复习一遍，

去加深印象。

考研政治科目，看似是一个知识点繁多的科目。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一

定的复习方法，尤其是在选择题上拿到足够高的分数，考到高分还是比较有希望

的。不要过分沉溺在一个知识上原地不动，大胆地推进复习进度，秒杀选择题，

就能取胜，加油!

以上是小编整理的“2019 考研政治选择题：轻松搞定的答题方法”的相关

文章，提醒大家冲刺阶段注意合理安排复习时间。祝大家都能考入理想的学府。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综合整理

最全套路大揭秘 2019 考研政治多选题难丢分

考研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政治拉分全在选择题，而选择题的拉分全在多选

题。俗话说：单选靠记忆，多选靠技巧。想要在多选上取得好成绩，光靠记忆知

识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做题技巧加以辅助!要想在政治上和对手拉开

差距，快来看看吧。

政治中分析题(50 分)是很难拉开差距，一般都是 30 分的平均分。多选题之

所以这么难，因为「多选或者少选都不得分」，稍微打个岔，2分就没了。所以

政治的多选题是一定要重视的。

►第一部分考研政治基本概况

1.考研政治考查五门学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考查三种题型

单选(16 道)、多选(17道)、分析题(5 道)。

从考研政治历年考查来看，单选和材料分析题一般对大家来说难度不是很

大，也不是拉开大家差距的题目，最容易拉开差距的是多选题，可以说多选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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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政治必然考的好。

3.多选题号

马原：1~4(单选)、17~20(多选)、34(分析题)

毛中特：5~8(单选)、21~25(多选)、35(分析题)

史纲：9~10(单选)、26~29(多选)、36(分析题)

思修：11~14(单选)、30~31(多选)、37(分析题)

形势与当代：15~16(单选)、32~33(多选)、38(分析题)

►第二部分(主体)多选题确保 26 分必杀技

多选题做的好政治必然考的好，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着重讲解下多选题的解题

技巧，确保多选题 26分的必杀技。

一、多选题真题的答案规律

首先，多选的答案只可能存在「4 选 2」、「4 选 3」和「4 选 4」(全选)这

三种情形，不会有第四种了。而你有没有想过这三种情况在 17 道题里面是怎样

一个比例分布呢?今天就带大家来研究研究……

为了能够更好得给各位小伙伴进行说明，重新统计了考研政治历年真题多选

题的答案分布。制成了下面这张表格：

历年考研政治 4选 2 4选 3 4选 4 干扰项

2018 1 11 5 13

2017 2 10 5 14

2016 3 9 5 15

2015 5 9 3 19

2014 5 10 2 20

2013 3 11 3 17

2012 4 9 4 17

2011 7 6 4 20

2010 3 9 5 15

2009 4 10 3 18

2008 5 8 4 18

2007 5 7 5 17

2006 6 8 3 20

平均值 3.83 9.25 3.92 16.92

06 年政治的多选才和现在的形式一致(17-33 题为多选)，所以 05 年之前就没

有统计的必要了。其实也只需要看近几年的真题答案分布就好，但为了能够有一

个整理性，把近 13年(06-18 年)的真题都统计了一下。

看完是否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有木有发现：17 道多选题，答案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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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4 选 2)和答案为四个选项(全选)的数量都不是很多，答案为三个选项(4 选 3)

是最多的，是其他题型的 2倍还多!

二、多选答案分布趋势分析

(一)4 选 2 分布规律

四选二所占题数的最大值是 7(11年)，次之是 6(06 年)。而 11 年背小白判断

为异常数据，06年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而政治是与时俱进的。

四选二所占题数的最小值是 1(18 年)、次之是 2(17 年)，都是距离咱们最近

的年份，也是最新的趋势。

19考研的趋势：4 选 2 题数逐年减少，今年将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最

多最多最多不超过 5道(可能性很小);比较大可能在 2~4之间。

(二)4 选 4 分布规律

全选所占题数最大值是 5，而且近 3年均是;最小值是 2(14年)，整体偏低，

并且稳定在 2~5之间。

19考研趋势：全选题数近三年最大值均是 5，并且也是历史最大。今年很大

可能继续维持在 5附近，比较大可能在 4~6 之间。

(三)三种情形分布比例

找到了 4 选 2 和全选，剩下的就是 4 选 3 啦。从平均值来看，计算所有数据

的平均值，然后把平均值取整。最后得到四选二、四选三和全选三种题型的比例

为 4：9：4 。

也就是说，分析历史数据，在 17 道多选题里面，四选二和全选的题目为 4

个左右，其余的全部为四选三。

(四)“4 选 3”答案组合永远较多

大家必须清楚 17道多选题并不是不定项，因而咱们多选题答案的组合只有

3种组合，4 选 2、4选 3 以及 4 选 4。

例如，15年真题多选题有 12 道“4选 3”、3道“4选 2”、2 道“4选 4”;

14 年真题多选题有 8 道“4 选 3”、6 道“4 选 2”、3 道“4 选 4”。大家从这

个例子是不是可以看出咱们 16 年多选题是不是“4选 3”的组合的答案肯定多，

其他两种组合的则相对较少一点。那么咱们在做题的就可以检验一下看看自己的

“4选 3”的答案是不是相对较多。

(五)多选题的干扰项在 18 个

17道多选题，共有 68个选项，从前面答案的组合可以知道，不可能全部正

确，也不可能所有的答案都是“4 选 2”，因而干扰项不是很确定，但是通过历

年真题统一了一下，做多的一年干扰项是 22个，最少的一年是 14个。

那么咱们就可以用一个中间值大概干扰项是 18 个。那么咱们在 16 考试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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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如果能把这 18 个干扰项找出来，那么咱们多选题至少能拿到 26 分。多选题

26分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多选题能够拿到 26分，那么政治试卷的卷面分肯定不

低于 70分，甚至更高。

来源：考研吧

临考提醒：骗子太多，智商得趸足了

还有不到一个月，2019 年研招初试就要开考了。考试临近，很多对自己不

自信的考生容易被一些网上散布的“考试包过、不过退款”等小广告所诱惑。这

些所谓“包过”的手段虽然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大多是违规作弊的招数和骗局。

如果考生将希望寄托于“包过骗局”，最后必定是轻则损失钱财，重则记入档案、

停考，甚至触犯刑法，最终锒铛入狱，受到法律制裁。

在这里，小编总结了一些跟研考有关的常见骗局，希望大家诚信考试，擦亮

双眼，谨防被坑。

骗局一：出售作弊器材

声称有带屏幕的橡皮、无线耳机等器材可以通过安检，诱骗考生上钩。

小编提醒：进入考场安检严格，一旦被发现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

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一律按考试作弊处理。

骗局二：枪手代考

承诺可以通过办理假准考证,由“枪手”代替考生参加行考试，待考生交钱

后逃之夭夭。

小编提醒：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伪造、变造身份证、

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可以视情节轻重，

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

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 年的处理。

骗局三：谎称有“内部资料”

一些小的辅导机构声称由名校老师甚至出题老师来授课，课上内容为“内部

资料”，从而收取高额的辅导费用，其实考生去了之后并没有相应的收获。

小编提醒：选择辅导班时一定要了解清楚辅导机构是否正规，必要时可要求

对方展示相应的资格证书，明确机构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骗局四：交钱保证录取

声称认识招办老师，只要交钱就可以从中运作“破格录取”，或以“不交钱

就不录取”威逼利诱考生，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小编提醒：高校研招录取工作都是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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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接受考生和社会的监督。考生切勿轻信骗子的谎言，损失钱财。

最后，再提醒广大考生，切勿抱有使用作弊等手段通过考试的心态。顺利通

过考试的唯一途径就是凭实力，请所有考生积极备考，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来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考研常识：加分及照顾政策

考研加分政策、照顾专业及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关乎考研成败，

是考生需要了解的常识。本文为大家解读相关政策，助力考研之路。

一、考研加分政策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考

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取。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达到报考条件后，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

二等功以上，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其中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 15分。

二、照顾专业

照顾专业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急需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确定部分

扶持的重点学科专业。这些学科一般需求量较大，但上线生源较少。照顾专业单

独划定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一般比非照顾专业略低)。

照顾专业具体包括以下专业：

学术学位：

工学照顾专业：力学[0801]、冶金工程[0806]、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07]、

水利工程[0815]、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18]、矿业工程[0819]、船舶与海洋工

程[0824]、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0825]、兵器科学与技术[0826]、核科学与技术

[0827]、农业工程[0828]。

中医类照顾专业：中医学[1005]、中西医结合[1006]

体育学[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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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

工程硕士照顾领域：冶金工程 [085205]、动力工程[085206]、水利工程

[085214]、地质工程[085217]、矿业工程[085218]、船舶与海洋工程[085223]、安

全工程[085224]、兵器工程[085225]、核能与核技术工程[085226]、农业工程

[085227]、林业工程[085228]、航空工程[085232]、航天工程[085233]。

中医硕士[1057]

体育硕士[0452]

三、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报考地处二区招生单位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向就

业的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或者工作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

自治地方，且定向就业单位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可按规定享受少

数民族照顾政策。

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单独划定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四、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生源范围及招生对象：

1.西部 12 省(区、市)、海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北、辽宁、吉林、黑

龙江、福建、湖北、湖南(含张家界市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等 7 个省的民族

自治地方和边境县(市)。上述地区汉族考生应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2.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班、民族院校、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学校的教师、

管理人员，招生计划单列为“其他”类。

考试录取：

报考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实行“自愿

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等特殊政策，由教育部统一确定考生进

入复试的基本成绩要求。

以上内容根据当前政策整理，仅供参考。如有变化，请以最新政策为准。

来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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