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坛考研经验心得体会 考研论坛
南京大学哲学系经验心得(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论坛考研经验心得体会篇一

说下本人从初复试经历，希望给有志报考东财的学弟学妹一
点经验。

决定考东财，也是九月份才决定的。原因很简单，东财专业
课初试不难，金融复试相对来说不高，所以压力会小点，但
这不一定说东财金融，或者好考。本人在英语与数学有一定
的基础，至于政治我就不发表意见了，推荐肖秀荣考前那几
套卷子。

一、英语

首先是英语，对于英语你要有恒心。单词是第一关，没有一
定的词汇量，你什么都是白搭。我用的是新东方的书，每天
背三页，然后回顾前1 2 4 8 天的单词。整本背完之后，再
将整本书单词过一遍，标记下还记的不太清楚的(一般到这时
候没剩多少了)，在强化记忆。有了词汇量，那么你做阅读就
是思维问题了，训练时必要的，可以与背单词同步。我用的
黄本书的，感觉还是与真题较为贴近，虽然有些题目也很纠
结，一天一到两篇，一个礼拜一次综合4篇。不在多在于精，
做完之后要对照翻译，比较自己理解与文章的偏差。完型与
翻译的建议与阅读同步，反正以练为主。至于作文，建议准
备好几个话题，比如例子，20多个就ok了，多了也记不了，
然后还要准备一篇模板，建议综合几个模板自己写一个，已



防备不时之需。我是这样做的，初试我英语成绩是75-85这个
区间段，至于具体多少，大家随便猜吧。

二、数学

然后是数学，这个有点不好说，本人历来认为自己基础很好，
所以所花时间较少，结果导致初试成绩不高，后悔莫及，许
多题都不应该失分的。废话少说，我用的是李永乐的书，反
正基础跟全书我都做了，建议先做全书。先不说技巧，没经
历过一定的题海，说什么都是废话。

这里要重点强调下真题的使用，特别是英语与数学。英语建
议留一半模拟，用于测试自己的水平与时间的把握。另一半
用于研究，了解其出题思路，了解难度。数学建议全模拟，
因为数学考试时间会很赶的，即使会做有时候也因为时间问
题，做错。所以要在平时狠下功夫，保证能做的尽量做对，
想做到这点很难得，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所以要把平时的
训练当考试，切勿中途停掉或超时。

三、专业课

最后是专业课，书用的是高的书，所以内容理解起来相对简
单。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所以专业课讲究熟悉两个字，考
试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文字叙述，有些题目会要求图形。但不
会说会有特别难的题目，让你无从下手。一般情况下，你都
是觉得很熟悉，但组织不了多少语言，即使写了，逻辑性也
不强，专业课要整体把握思路，然后重点记忆。记得我可是
写了足足将近12页，虽然现在很多题目的回答的很牵强，但
分数好歹也上了三位数。初试本人成绩中游，还算可以。

四、复试

首先是笔试内容：



国金(40分)

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影响;

国际储备的作用;

扩大汇率浮动对企业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

货币(30分)

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费雪方程;

金融市场的功能;

时事，看看关于李大大的经济课就知道了;

证券(30分)

选择5分，基础;

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区别;

普通股与债券融资的优缺点;

简述三种有效市场形式。

今年主要是被证券投资给坑了，capm模型只考一分选择题，
害我花了那么长时间理解。

下午面试的话，应该是分成三组。首先根据编号，抽题，一
人作答，下一个思考。抽四道题，英语一题，专业课三题。



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回答英语题，选一个答案，说明理由。
专业课三选二，只要答两道题就可以。

总体复试内容很基础，只要认真复习应该都可以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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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考研经验心得体会篇二

> 一、稳中求进

刷题练习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基础发现问题，所以此时我们需
要稳中求进，而不是急功近利，每做完几套试题我们需要回
首观察总结，分析总结自己在什么章节上、知识点以及哪种
题型容易犯错。如果后面做了几次试卷还是在同一类题型上
犯错，此时我们就需要抽出点时间进行专项突破。

备考建议：面对真题练习一定要体现出“钻”，所谓“钻”
就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很多考生为了追求备考
速度，而忽略了一些备考中出现的问题，就好比修炼，一个
人修炼只追求修炼速度，不注重打牢根基，最终便会导致根
基不稳早早的就出现了屏障，所以我们利用真题发现错题和
问题的时候，不要急功近利的去忽略，而是静下心来去研究
去突破，这样复习效率才会好!

二、模拟练习

很多以往考生都会说，不做成套的试卷是无法感受那3小时要
死多少脑细胞，虽然这是优点夸大但是也反映了成套的试题
需要消耗的脑力和精力是非常大，有些考生甚至做完一套试
卷都感觉轻飘飘的，所以在黄金10月我们都应该抽出些时间
进行专项训练，进行整套试题的做，来保持这种感觉!



备考建议：在黄金10月这个时间紧凑的时光中，我们对于真
题尽量按时间成套的去做，少去将真题分割，按照章节知识
点或者题型来做，也尽量不要超时，这样更容易发挥真题在
备考中的作用，更加能够体验到考试中所花的时间以及精力!

三、对于模拟备考的真题需要打分总结

模拟阶段的打分是为了更加能够了解自己的真实水平，而总
结便是重新对自己的知识框架进行梳理，而很多同学已经养
成了做完试题只对答案不打分，甚至对了答案也没有进一步
的操作，下次面对同样题型一看答案就会，一丢答案
就“醉”，这种做法在冲刺阶段中一定要改正过来，不然就
算是做了两三遍也很可能“摸不着头脑”，所以在最后建议
各位考生在刷题的时候，尽量保持和考试一样的节奏以及改
变之前对于刷题的方法，最后祝各位考生早日蟾宫折桂!

论坛考研经验心得体会篇三

1.注重提升

这个时期的学习任务是要求学生在前期基本阶段任务完成的
基础上，有一个提升。

在基础阶段，经过对考研数学的基本考点、基本概念、定理、
方法熟悉之后，考生已经基本建立了考研数学的整体框架，
强化提高阶段即是要求考生在整体框架的基础上，不能仅满
足于会做题目，还要在做题速度和准确率上下功夫，做题速
度不仅限于运算的速度，还包括对方法的提炼，做到又快又
准，同时，逐步对重难点环节、薄弱环节进行加固，变的坚
不可摧，从而全面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2.利用考研试题

中后期充分利用考研试题是提高考研数学成绩的有效手段。



以考研试题为线，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真正复习情况，做到
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对在考研试题中暴露的复习盲点、难
点进行补救。

具体说来，在最后100天的数学复习中，不管处于什么复习进
度的考生，都建议要充分利用考研试题，为何每年考生对于
客观题的得分率偏低，为何考生感觉平时自己做题很好到了
考场上却屡屡出错，这些都和对考研试题的把握和利用不够
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每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高等数学内容较之前几
年都有较大的重复率，近年试题与往年考题雷同的占一半以
上，这些考题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解题的思路和所用到的
知识点几乎一样。所以希望考生要注意常考的内容，一定要
全部消化巩固。这样，通过对考研考研试题的常考题型、特
点、思路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并做一定数量习题，有意识
地重点解决解题思路问题。对于那些具有很强的典型性、灵
活性、启发性和综合性的题，要特别注重解题思路和技巧的
培养。

尽管试题千变万化，但其知识结构基本相同，题型相对固定。
这部分分数保证了，才是数学考试分数理想的根基。只有充
分利用考研试题，把握考研试题出题方向、出题规律和大致
难度，就能有效降低考场上对考研试题的各种不适应，保证
基础分。

3.历年考研试题如何做?

至少对于近十年的考研试题要充分利用，对每一个题目都仔
细研究并且自行练习，对比自己的答案和参考答案，明确差
异点以及得分关键点。同时，建议考生不要拘限于自己考试
类型的卷种，比如数学一的同学可以把数二数三的卷子都拿
来看一看。数二和数三的同学也可以看数一的考题，但要注
意看自己考试范围内的题目，比如曲线面积分等这种就可以



抛开给数一的童鞋了。

为啥这样说呢?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某年数一考了一个题目，
经实践检验，质量很好，结果次年就出现在了数二的试卷中。
所以说不同卷种的考研试题同样有借鉴的价值。另外，注意
保留最近的3套考研试题作为实战演练，集中3个小时的时间
做一套考研试题，模拟真实考场上的发挥，准备好草稿纸和
答题纸，最后对比答案，估算出自己的分数。

4.模拟题如何做?

市面上的模拟题有很多，质量参差不齐，大都和考研试题的
质量不可比拟。建议考生考前做3套左右模拟卷即可，同时注
意做题后的分析和总结，以提高自己的答题速度，合理分配
各类题的答题时间。对于开始复习数学时间比较晚，进度较
慢的同学也可以选择不做模拟试题。

此时还要避免只追求做难题，只顾题海战术，不重基础，公
式记不牢，不归纳总结。要保持复习的热情，持之以恒，做
题仍要继续，但要加强分析命题，注意总结试题考察点，不
追求数量，要注重质量，同时也要加强时间观念，培养应试
能力。

5.关于低频考点

每年对于大纲中的一些低频考点都有设计，多半为选择题或
者填空题，4分，这些考点只要考生有印象，会应用相关的公
式，就会拿到相应的分数。多半考生因为对考点不熟悉，失
去分数。尤其是数一的考生，这样的考点居多。建议对于这
些考点，考生平时多注意总结，形成小本本，经常拿出来看
一看，加强记忆。这是考试时能够得心应手地应用相关数学
知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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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考研经验心得体会篇四

说下本人从初复试经历，希望给有志报考东财的学弟学妹一
点经验。

决定考东财，也是九月份才决定的。原因很简单，东财专业
课初试不难，金融复试相对来说不高，所以压力会小点，但
这不一定说东财金融，或者好考。本人在英语与数学有一定
的基础，至于政治我就不发表意见了，推荐肖秀荣考前那几
套卷子。

一、英语

首先是英语，对于英语你要有恒心。单词是第一关，没有一
定的词汇量，你什么都是白搭。我用的是新东方的书，每天
背三页，然后回顾前1 2 4 8 天的单词。整本背完之后，再
将整本书单词过一遍，标记下还记的不太清楚的(一般到这时
候没剩多少了)，在强化记忆。有了词汇量，那么你做阅读就
是思维问题了，训练时必要的，可以与背单词同步。我用的
黄本书的，感觉还是与真题较为贴近，虽然有些题目也很纠
结，一天一到两篇，一个礼拜一次综合4篇。不在多在于精，
做完之后要对照翻译，比较自己理解与文章的偏差。完型与
翻译的建议与阅读同步，反正以练为主。至于作文，建议准
备好几个话题，比如例子，20多个就ok了，多了也记不了，
然后还要准备一篇模板，建议综合几个模板自己写一个，已
防备不时之需。我是这样做的，初试我英语成绩是75-85这个
区间段，至于具体多少，大家随便猜吧。

二、数学

然后是数学，这个有点不好说，本人历来认为自己基础很好，



所以所花时间较少，结果导致初试成绩不高，后悔莫及，许
多题都不应该失分的。废话少说，我用的是李永乐的书，反
正基础跟全书我都做了，建议先做全书。先不说技巧，没经
历过一定的题海，说什么都是废话。

这里要重点强调下真题的使用，特别是英语与数学。英语建
议留一半模拟，用于测试自己的水平与时间的把握。另一半
用于研究，了解其出题思路，了解难度。数学建议全模拟，
因为数学考试时间会很赶的，即使会做有时候也因为时间问
题，做错。所以要在平时狠下功夫，保证能做的尽量做对，
想做到这点很难得，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所以要把平时的
训练当考试，切勿中途停掉或超时。

三、专业课

最后是专业课，书用的是高的书，所以内容理解起来相对简
单。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所以专业课讲究熟悉两个字，考
试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文字叙述，有些题目会要求图形。但不
会说会有特别难的题目，让你无从下手。一般情况下，你都
是觉得很熟悉，但组织不了多少语言，即使写了，逻辑性也
不强，专业课要整体把握思路，然后重点记忆。记得我可是
写了足足将近12页，虽然现在很多题目的回答的很牵强，但
分数好歹也上了三位数。初试本人成绩中游，还算可以。

四、复试

首先是笔试内容：

国金(40分)

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影响;

国际储备的作用;



扩大汇率浮动对企业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

货币(30分)

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费雪方程;

金融市场的功能;

时事，看看关于李大大的经济课就知道了;

证券(30分)

选择5分，基础;

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区别;

普通股与债券融资的优缺点;

简述三种有效市场形式。

今年主要是被证券投资给坑了，capm模型只考一分选择题，
害我花了那么长时间理解。

下午面试的话，应该是分成三组。首先根据编号，抽题，一
人作答，下一个思考。抽四道题，英语一题，专业课三题。
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回答英语题，选一个答案，说明理由。
专业课三选二，只要答两道题就可以。

总体复试内容很基础，只要认真复习应该都可以做出来。



论坛考研经验心得体会篇五

1.注重提升

这个时期的学习任务是要求学生在前期基本阶段任务完成的
基础上，有一个提升。

在基础阶段，经过对考研数学的基本考点、基本概念、定理、
方法熟悉之后，考生已经基本建立了考研数学的整体框架，
强化提高阶段即是要求考生在整体框架的基础上，不能仅满
足于会做题目，还要在做题速度和准确率上下功夫，做题速
度不仅限于运算的速度，还包括对方法的提炼，做到又快又
准，同时，逐步对重难点环节、薄弱环节进行加固，变的坚
不可摧，从而全面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2.利用考研试题

中后期充分利用考研试题是提高考研数学成绩的有效手段。
以考研试题为线，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真正复习情况，做到
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对在考研试题中暴露的复习盲点、难
点进行补救。

具体说来，在最后100天的数学复习中，不管处于什么复习进
度的考生，都建议要充分利用考研试题，为何每年考生对于
客观题的得分率偏低，为何考生感觉平时自己做题很好到了
考场上却屡屡出错，这些都和对考研试题的把握和利用不够
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每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高等数学内容较之前几
年都有较大的重复率，近年试题与往年考题雷同的占一半以
上，这些考题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解题的思路和所用到的
知识点几乎一样。所以希望考生要注意常考的内容，一定要
全部消化巩固。这样，通过对考研考研试题的常考题型、特
点、思路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并做一定数量习题，有意识



地重点解决解题思路问题。对于那些具有很强的典型性、灵
活性、启发性和综合性的题，要特别注重解题思路和技巧的
培养。

尽管试题千变万化，但其知识结构基本相同，题型相对固定。
这部分分数保证了，才是数学考试分数理想的根基。只有充
分利用考研试题，把握考研试题出题方向、出题规律和大致
难度，就能有效降低考场上对考研试题的各种不适应，保证
基础分。

3.历年考研试题如何做?

至少对于近十年的考研试题要充分利用，对每一个题目都仔
细研究并且自行练习，对比自己的答案和参考答案，明确差
异点以及得分关键点。同时，建议考生不要拘限于自己考试
类型的卷种，比如数学一的同学可以把数二数三的卷子都拿
来看一看。数二和数三的同学也可以看数一的考题，但要注
意看自己考试范围内的题目，比如曲线面积分等这种就可以
抛开给数一的童鞋了。

为啥这样说呢?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某年数一考了一个题目，
经实践检验，质量很好，结果次年就出现在了数二的试卷中。
所以说不同卷种的考研试题同样有借鉴的价值。另外，注意
保留最近的3套考研试题作为实战演练，集中3个小时的时间
做一套考研试题，模拟真实考场上的发挥，准备好草稿纸和
答题纸，最后对比答案，估算出自己的分数。

4.模拟题如何做?

市面上的模拟题有很多，质量参差不齐，大都和考研试题的
质量不可比拟。建议考生考前做3套左右模拟卷即可，同时注
意做题后的分析和总结，以提高自己的答题速度，合理分配
各类题的答题时间。对于开始复习数学时间比较晚，进度较
慢的同学也可以选择不做模拟试题。



此时还要避免只追求做难题，只顾题海战术，不重基础，公
式记不牢，不归纳总结。要保持复习的热情，持之以恒，做
题仍要继续，但要加强分析命题，注意总结试题考察点，不
追求数量，要注重质量，同时也要加强时间观念，培养应试
能力。

5.关于低频考点

每年对于大纲中的一些低频考点都有设计，多半为选择题或
者填空题，4分，这些考点只要考生有印象，会应用相关的公
式，就会拿到相应的分数。多半考生因为对考点不熟悉，失
去分数。尤其是数一的考生，这样的考点居多。建议对于这
些考点，考生平时多注意总结，形成小本本，经常拿出来看
一看，加强记忆。这是考试时能够得心应手地应用相关数学
知识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