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暑假备考考研思想汇报(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暑假备考考研思想汇报(5篇)篇一

基础全部过完一遍，并刷完了一轮复习题(至少高数部分)

通过大量做题，了解了数学基本题型、重难点

形成比较清晰的知识框架，清楚每一章节的考点

随机抽取一个基础考点，能够知道它常见出题方式及解题思
路

计算能力有所提高，由于计算步骤解错题的几率较一开始有
所降低

有整理独家笔记本，里面记录着自己总结的重难点知识

很多考研er数学已完成一轮复习，如果每一项都达标，那么
你的复习进度及效果可以说非常理想，可以在9月份中旬开始
数学真题了。如果没有也不用着急，我们至少要在10月份之
前完成一轮，然后开始数学真题。考研数学真题最晚要在十
月份开始，这是底线!

然而还有极少部分同学竟然还没开始复习!?对于这些同学，
小编想说，你可长点心吧!



暑假备考考研思想汇报(5篇)篇二

这段时间考生在做题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习惯思考的能力

阅读一个知识点，宏观上思考其在整个数学科目中作用及与
其他科目之间的联系，微观上思考其本身概念的深度，其具
有的特点及满足的性质等等。拿到一个题目，研究其条件与
结论的联系，思考题目所在的知识点及可能使用的方法，能
否用更多的方法来求解，能否找到最为简单的方法。看历年
真题，总结考试题目的规律，思考命题特点及与考试大纲之
间的联系。

二、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时不仅要正确解答题目，更重要的是要快速的达到目的。
现在很多辅导资料对知识点的总结，题型的归纳都比较全面，
如果能利用其对知识的归纳再加上自己的边看边思考，对知
识点达到融会贯通不成问题。

三、快速判断所考知识点的能力

考研数学大纲所规定的知识点是有限的，重要的知识点就更
少一些，但考研数学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重点之处年年考，
但这些知识点每年都会换上新的外衣，乔装打扮，使不少考
生被蒙蔽，之后悔之不及。

四、持之以恒的能力

数学因其高于日常生活而常受到学生的冷落，这样就会产生
马太效应，愈不关心她，它就离你愈远，故而考研复习需要
保持对数学热情，坚持到底!



在考研复习中考生要做到的是掌握核心，即万变不离其宗，
抓住其形变而神不变之处才能轻松成功。

暑假备考考研思想汇报(5篇)篇三

暑假即将来临，对准备参加研考的考生来说，精心策划好暑
期、抓住备考黄金期至关重要。提醒考生暑假一定要认真做
几套往年试题，精心制订复习计划。

很多研考过来人认为，得暑假者，得研考。 暑假是一个系统
复习阶段，考生可以不为学校课业所累，全身心投入备考。
不论是处于复习备考哪一轮的考生，只要利用合理，都能取
得明显效果。暑假研考新大纲公布后，考生要随之调整复习
策略，明确复习重点和方向，定下每天的复习计划，保证按
时高效完成。

中国政法大学在读法律硕士(法学)王茹琰说，像其他许许多
多准备参加研考的学生一样，她考研那年暑假是在学校度过
的'。这期间，她重点复习英语和专业课，将近几年研考试题
都认认真真地做一遍，同时做笔记，整理出重点、难点和高
频考点。考生通过做第一遍研考试题，可以找出现阶段自己
在研考试题上的差距，测试现阶段自己的英语水平，明确自
己的漏洞及需要努力的方向。另外还可以明确研考英语的题
型结构、分布、难度等情况。

考生还可把研考试题的阅读材料当作晨读材料，每天早上用
半小时大声朗读，以培养语感。王茹琰认为，考生这一阶段
不要做模拟题，因为模拟题的质量远远低于研考试题。至于
专业课，她是按学姐给的讲义资料来复习的，尽管内容涉及
宪法、法理、行政法等11门，但由于时间充足，事实证明复
习效果很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读研究生孙儒也有类似经



历。他研考准备启动较早，暑假时已进入全面复习阶段。他
说，考生至少要做5年研考试题，梳理出多次重复的知识点和
难点，并做笔记以备下一段复习使用。计划确定后，就要认
真坚持，千万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孙儒说，考生暑期里要注意克服焦躁、厌倦等负面情绪，特
别是前期已复习了两三个月的考生。考生要撇开关于研考结
果如何的种种设想，多想想自己能决定和控制的问题，如这
月、这周的计划怎么安排、今天的任务如何完成等。

暑假备考考研思想汇报(5篇)篇四

俗话说“得暑假者得考研”，暑假是考生复习的黄金时期，
因此考生要做好暑期复习规划，为了方便考生复习，本站为
大家整理了20xx年考研暑期备考时间表，以供考生参考。

1、不要几个星期持续地看某一门专业课

很多同学有急于求成的心理，把大块时间砸到某一门专业课，
以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另一门专业
课在复习中中断，而当我们再度复习这门被中断的专业课时，
会发现之前温习过的知识全忘了，又得重新来过。考研备考
很讲究连续性，细水长流型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专业课成绩
华丽变身。

2、七、八月份基本上属于备考中期，这是我们大幅度提升自
己知识储备的时期。考研君建议大家在复习专业课时，做真
题和看书要结合进行。如果不做真题，我们就难以掌握出题
重点和趋势。只有多做多分析真题，才能使我们的努力不偏
离轨道。

3、能用大块时间记笔记吗?



很多同学会利用假期的大量时间来记笔记，但是做笔记的方
法不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掌握知识点的一个好方法就
是“以题带点”。很多同学做题会有这样一个误区：“等我
知识点都掌握熟了，再做题巩固巩固”，其实做题和知识点
的掌握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不要将其分开。考研君建议同学
们在做题过程中，可以将一些错题及其涉及的知识点整理在
笔记上，也可以把真题反复涉及的考点整理到笔记上，并整
理出自己的答案。

4、要不要给自己奖励一个为期几天的小长假?

一些同学在经过两个月的炼狱式复习后会选择在9月份开学前
给自己放个小长假休养一下，这种做法我们也不是很建议。
考研很讲究持续性的努力，所以备考一旦开始，就要按照一
定的节奏不间断地复习。备考期间想要休息的话，最多是两
天左右，后期最多一天。

考研备考一定要有时间观念，考上和落榜的同学之间的差距
往往就在此处。考研君为大家总结出了以下的复习时间表。

7：00-8：30背英语(单词书 作文书 前一天从英语阅读真题
中整理的单词、词组及句型)

当然这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具体的安排，还要视个人
情况而定。这个时间表未给出明确的休息时间，只是给出一
个大概框架，大家可以依此自行调整。

一、数学：二次复习扫除盲区

7月份教材应该已经过了一遍，这一阶段要求再对课本和辅导
书进行第二次复习。本阶段需要集中进行练习，需要有一定
的量，更需要把做过的每道题都弄懂，摸透，可以举一反三。

二、英语：兼顾单词着手阅读



整个复习阶段单词是不能间断的，但此阶段的重心可以转移
了，需要集中精力攻克长难句，以及阅读理解。在这个时间
段复习的重要资料是历年真题，要学会有效的利用真题，可
以选择20xx年以前的真题练手，在复习了一定的时间后用近
几年的真题来测试下自己复习的情况。这个阶段也可以背经
典的阅读理解，选择十篇左右就好。

三、政治：每天两小时开始熟悉

政治政治的复习不应把战线拉得过于长，如果这个阶段你决
定开始复习政治的话，这段时间的办法就是，找已考过的学
长学姐，借他们用过的去年的解析(这样上面会有相应的笔
记)，每天花2个小时的时间开始熟悉政治要考的内容和重点。

暑期的政治复习，借用研友的一句话，就当做是是其他科目
复习累了的时候当小说来消遣的，虽然说一般研友们选择在
大纲出来之后再进行全面复习，但是保不定有不同情况的研
友，比如说理科的研友可能得提前一些开始复习。

四、专业课：看书、做课后题

专业课考本专业的同学基础不是很扎实的话，就要开始复习
专业课了。这个时间段可以开始专业课习题的练习了，可以
选择参考书，模拟题以及真题来巩固知识点。

关于专业课，因为考研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故在此就不做细
节讲解，但是一般暑假时期，专业课的课程需要通读一遍，
并且建立一个健全的知识体系，有个初步印象。

暑假备考考研思想汇报(5篇)篇五

这段时间考生在做题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习惯思考的能力

阅读一个知识点，宏观上思考其在整个数学科目中作用及与
其他科目之间的联系，微观上思考其本身概念的深度，其具
有的特点及满足的性质等等。拿到一个题目，研究其条件与
结论的联系，思考题目所在的知识点及可能使用的方法，能
否用更多的方法来求解，能否找到最为简单的方法。看历年
真题，总结考试题目的规律，思考命题特点及与考试大纲之
间的联系。

二、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时不仅要正确解答题目，更重要的是要快速的达到目的。
现在很多辅导资料对知识点的总结，题型的归纳都比较全面，
如果能利用其对知识的归纳再加上自己的边看边思考，对知
识点达到融会贯通不成问题。

三、快速判断所考知识点的能力

考研数学大纲所规定的知识点是有限的，重要的知识点就更
少一些，但考研数学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重点之处年年考，
但这些知识点每年都会换上新的外衣，乔装打扮，使不少考
生被蒙蔽，之后悔之不及。

四、持之以恒的能力

数学因其高于日常生活而常受到学生的冷落，这样就会产生
马太效应，愈不关心她，它就离你愈远，故而考研复习需要
保持对数学热情，坚持到底!

在考研复习中考生要做到的是掌握核心，即万变不离其宗，
抓住其形变而神不变之处才能轻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