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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专业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学前教育

报考学校：广州

报考专业：公共管理专业

二、经验分享：

1、初试备考

首先是关于备考的方式，出于我自己是选择跨考加之对自己学习能力的综合考量，

所以选择的是跟班学习。备考的时间，我是从大二到大三的那个暑假就开始着手了解准

备，虽然真正有效率学习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但尽早了解相关的信息总是没坏处的。考研

整个过程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准确自我剖析再到持之以恒的过程。

由于我是跟班学习，所以在资讯接受这方面没花太多时间和精力。不过可以多关注

一些公众号，主要推荐的还是腿姐和肖大大的公众号，有趣也很实用。但切记不要花太

多时间在这上面。关于一些背书的技巧，也是自己亲测比较有用的。就是要多换地方背

书，这个可能因人而异，但隔段时间换不同的地方读书背书，给人的新鲜感。最后，心态

是很重要的，我建议是交流倾诉很必要，但不宜过多，因为一旦交流就会有对比，一对

比心态可能就会会崩。

我主要想分享一下专业课的备考经验。在此的忠告是，专业课不管熟不熟悉，背就

是了！最晚不能超过大三到大四的这个暑假，一定反复不断地多读多看，背个七八遍之

后，不能理解的内容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整理框架也很重要，梳理书本的脉络体系是

记忆得更牢的关键。最重要的是笔记框架写完之后的回顾和经常翻看，每次补充自己的

新见解，这样的才能起到效果。

2、择校经验

关于学校的选择，这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都说是考研备考越早越好，

但在你努力之前，有一个明确、且不能轻易改变的目标我认为是前期备考的重中之重。

其次是一定要在备考前期多去了解这个学校的名声，就是所谓笔试压分的情况，我

建议可以平时多关注一些教育博主和公众号，特别是在上一年笔试成绩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期会有很多相关的解析和视频分析。在我心中择校标准可以是从：你想去的城市

→想考学校的层次（个人能力）→专业学校选择（是否跨考）。然后再是自己的能力评

估，千万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自我评估！你有多大机会能考上，你能不能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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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试经验

我最终能上岸，复试功不可没。我初试成绩算是擦线进复试的，最终逆袭到排名第

十。复试考试范围比大纲中给出的参考书目范围要大得多。有时间初试的书籍也要多熟

悉几遍。多加对比联系，找到出现频率高的知识点，大部分的题目就都可以押中了。其

次就是结合时代的热点问题，不管是教育学还是公共管理当中，数字化时代的背景、疫

情防控对这些领域的影响都可以提前了解准备。

其次就是老师会很注重你的科研经历，没有的话尽量也要创造话题来说。比如我在

复试自我介绍中就提到自己辅修了行政管理二专，就毕业论文的经历讲了很多。

英语复试难度很大程度上是看学校和地区对英语的重视。所以在备考时，也要根据

所选学校的特点来侧重准备。前期多准备常见问题的回答，其次，英语自我介绍虽然很

重要，但是，学校可能最看重的还是你的专业素养。所以有时间还是建议要看一些专业词

汇，至少在看到的时候不会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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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学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学前教育

报考院校：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

上岸院校：云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

二、经验分享：

1、前期准备

我基本上在三月搜集各方面资料信息完之后就确定要考南京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

学学硕了，也因此确定了要考的科目是政治、英语（一）和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311，

进而搜集了目前需要用到的材料。英语背单词选择了用墨墨背单词 app，也用了恋练有

词单词书和配套的视频，311 选择了跟凯程的网课，边看书边整理笔记，这个笔记本是用

活页本，以便之后的修改和增补。政治看了很多经验帖都说七八月再准备也完全够用， 就没

有做什么准备。

2、初试备考

关于初试，我准备了将近九个月，每天就是早八晚十地去自习室学习，一坐就是一

天，中间就是中午去食堂吃个饭，然后有时会午休一小会儿。我觉得我做得比较好的有

两点，一是一直坚持学习，中间也安排了适当的休息与娱乐，但主要还是把全部精力都放

在备战考研上，期间也不是有过动摇，但还是调整心态后继续坚持，而且一直以来心态

都保持平稳。二是参考前人的经验，把长期的学习划分为好几个阶段，每一阶段循序渐

进，逐渐增加学习时长和学习任务，单词从一天 50 个到一百个，再到两百个，背书从

十天一本道七天一本再到一天一本，逐渐地加大学习的承受力。也会依据这些阶段和任务

完成程度安排休息或美食的奖励。还有就是我会沉浸式考研，把自己的手机各种常用

app 像微信公众号、微博、哔哩哔哩等都经常搜索考研的资讯，了解考研的事迹和其他人

的学习进度，以此来激励自己更有信心。

3、调剂复试

关于调剂和复试，我只能说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在出国家线之后，我本来是觉

得自己不太有希望去读研了，加上自己包括初试分数，科研经历上都不算很有优势，就

暂时先转向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突然看到有人分享说云南师范大学有调剂名额，就抱着

试试的心态报名了，之后猝不及防地就收到了复试通知，时间还很迫近，就立马捡起之

前初试出分后所做的一些准备去参加考试了。所幸之前有一些准备，再加上初试打下的



62

一些底子，还有可能自己就是本专业的，对一些专业知识之前也有过一些了解，于是很

荣幸地收到拟录取通知，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专业研究学习。

4、个人感悟

关于我的考研上岸，我觉得相对于调剂和复试，初试更有体验感，付出了更多努力。还

有就是自己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用了很多的学习工具和辅助材料，还有一

直以来的文科素养和做题技巧，这些都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关于各方资讯与信息的掌

握也让我更加得心应手。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加上自己一直坚持长期有效学习， 让我

有机会去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我也听很多人说研究生不是那么好读的，我也会做好心理

准备，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不断实现自己对未来的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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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学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特殊教育

报考学校：华南师范大学

报考专业：特殊教育学

二、经验分享：

1、前期准备

考研之初，我还在考专硕和学硕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我发现很多学校的学硕都是参

加全国统考；而对比学硕来说，专硕调剂的可能性更小，并且全国设置特殊教育专业硕

士点的高校很少，招生数量也不多。因此，为了增加自己上岸的可能性，通过各个学校

的官网查看每年的招生数量以及参考书目，我最终选择了报考华南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

学专业。

2、初试备考

关于专业课部分，我的初试科目代码是 311，一共有六本专业书，分别是《中国教

育史》《外国教育史教程》《当代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基础》《教育学》和《教育研究方法导

论》。我主要通过看直播课程备考专业课，从三月份开始跟着直播的课程边做笔记边背诵，

做笔记的时候，我根据直播课教的方法，搭建每章知识的框架，帮助自己的理解和记忆。

所幸我的本科专业是特殊教育，一直以来都有接触到教育学的知识，所以在备考专业课的

过程中过就有一些知识是曾经记得很熟的。此外，在 311 的考试中涉及到的一些名词（比

如“融合教育”“全纳教育”等）是特殊教育专业经常触及的领域，经过几年来的专业

学习我也对这些名词很熟悉了，所以在备考过程中也减轻了一些压力； 而且把自己的

专业见习、实习经历与书中的一些晦涩的知识联系起来也能帮助理解和记忆。从三月份

备考开始知道十二月份，在专业课方面我总共进行了六轮的背诵，每一轮背诵都会有遗忘

的东西；但是每一轮的背诵都在为下一轮的背诵打基础。教育学的知识多且繁杂，但是量

变会引起质变，随着背诵地越来越熟，到了强化阶段以及真题阶段甚至是到了考场，也就

轻松了。

关于英语备考，因为报考的是学硕，我需要考英语一，但是我认为无论是考英语一

还是英语二，背单词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熟悉了单词，才能在做题的时候得心应手。我

修读的第二专业是正好是英语，所以也算得上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学习英语，所以

在备考英语的时候相对还比较轻松。除了背单词外，从七月份开始我就刷真题。每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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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篇完形填空或是阅读等，把历年的英语一和英语二的真题反复写，牢记做题的感觉。政

治备考我是听取了往年的学姐的建议，到 7 月中旬才开始准备。大家推荐的考研

政治的老师挺多，而且每一个都讲得不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并且一直

坚持听他的直播课。看完直播课还要及时做题巩固并且要把不懂得题弄明白，这样才会

记得深刻。分析题的知识点要背的滚瓜烂熟，更重要的还是要“巧记”，对于一些万能

的句子更要会巧妙运用，这样才可以避免到了考卷上无话可说。

除了考察知识的掌握之外，考研也是一场心理战。在这个考研过程中，经常都会因

为各种其他的事情而打乱了一天的复习计划，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而打击了自己的信

心。失意时，不要忘记告诉自己：今天比昨天又进步了一点！学会调整心态、做好时间管

理、不放弃努力就可以慢慢变好、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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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报考院校：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史

上岸院校：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二、经验分享：

1、初试备考

英语一相较英语二难度相对大一点，但一年的时间只要认真准备英语，不论基础如

何，我认为问题都不大的。单词+长难句：我一直相信单词是英语最重要的基础，单词

量不够，阅读速度就会变慢，影响心态更影响成绩。背诵时间一般在早晨，我每天背诵

量比较大，前期英语一天 300 左右，后面一遍遍滚车轮后，速度也就提上来了，后期一

天 500 左右。当然根据个人需要来调整。长难句我选择的是刘晓燕+田静，比较系统容易

理解，比较适合前期的基础学习。阅读：我首先听了唐迟老师的阅读技巧课，掌握了基本

技巧再开始做题。我首先把英语一真题的阅读题（不包含新题型）刷了一遍，一天两

篇，并且听唐迟老师的解析课，弄懂逻辑。真题要多遍感悟，做了一两遍再回来看唐迟

的阅读课，感悟很深。10、11 年是唐迟作为一个做题技巧的样板，其他年份没时间可以

直接看纸质的解析，但这两年的真题技巧一定要看。大家一定要注意整理错题，注重方

法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易错点，比如我就发现自己经常会不看清题意作

答，或者只顾题意，没有服从主旨等。有意识的积累易错点，并且总结出自己的做题技

巧，这才能有效提高阅读水平。

政治暑假进行即可。前期听徐涛的课+核心考案，然后每听一节我就找肖秀荣 1000

题相应章节进行巩固。中期复刷 1000 题，我就没用书了，而是选择了苍盾考研小程序，

毕竟有错题集锦，对我来说还挺方便的，到了后期我就看一下错题，听腿姐的技巧班。

主观题背诵我选了跟腿姐，相较肖秀荣直接押题背答案，我还是觉得背一些素材然后掌

握答题思路更可靠一些。

专业课 311，就是背。我开始的比较早，我在一月份就开始听网课，三月份进行背

诵。听网课时看书，整理出框架，后期背诵会不太吃力。第一二遍背诵肯定记不住多少， 不

要怕，第三遍，第四遍肯定就有效果了。前期背诵可以五本按照顺序背，后期我建议五本

合在一起，上午背教原下午背中教这样子。毕竟有前摄记忆和后摄记忆，我们总会像记得

abandon 一样记得自己最先背的那一本、那一章，所以打乱顺序去背诵才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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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到了最后两个月，一定要进行模拟，我进行了模考，四次考试并且进行批改，

有针对性告诉你的缺点不足。考前模拟非常重要，就算感觉自己没有背熟也要进行至少

两次，才能找到考场上的节奏，要不然背完了却答不完真的找谁说理去。

2、学习技巧

关于背诵方法，一个软件推荐给大家——xmind，前期背书时，每背完一节我都用

xmind 来进行默写，这样子我就得到了所有书的框架。后期就可以灵活使用 xmind 的功

能，比如每个思维导图的每个枝节都有节点，这个节点可以帮助隐藏这个枝节，这样子就

可以直接对着题目进行背诵，然后点开节点检查自己背的是否正确。不正确的、漏掉的

知识点用别的颜色进行标亮，帮助加强记忆。而且 xmind 可以在多个设备上同步，我在

冲刺阶段就在吃饭时候看手机中同步的 xmind 进行背诵。

关于作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只要每天保证自己有效学习时间达成目标，

就有条不紊地进入下一天吧。适合自己的时间才是最合理的世界。

关于倦怠，背书很枯燥，学习新知识的快乐会慢慢消失，带来的就是越来越多的烦

躁和懊恼。我也都经历过，适当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可以采用正强化的方法，

给自己一些奖励。比如我努力学习六天，我就会给自己放一天的假。当然后期冲刺阶段

变成了每周休息半天。这样我们就会怀着对休息日的期待投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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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原理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报考学校：湖南师范大学

报考专业：教育学原理

二、经验分享：

择校备考经验

首先，在选择报考学校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考虑自身能力，报考学校地理位

置，专业实力等等，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要根据自己情况进行选择。

其次，在备考上，要有重点有顺序地进行复习。对于英语，要每天学习，保持每天一

定的背单词数量，建议一天一百个，从暑假开始每天保持一篇英语阅读，作文可以再放后

一些。对于政治，可以放在后期，重视选择题，差别不会太大。对于专业课，专业课是重头

戏，尽早开始，先理解，后记忆背诵，再做题。理解、记忆、做题三者有先后， 但也要形成

良性循环，一定要先有理解，再去记忆，否则会效率很低，做题做到不会的， 要回到知识

点的理解和记忆。另外，利用好每年的真题，尤其是 311 统考，考过的知识点还会再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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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报考学校：西南大学

报考专业：小学教育

二、经验分享：

1、前期准备

首先说明一下西南大学小学教育的考试内容，专硕主要考英语二，政治；专业课为

333（教育原理、教育研究方法）、904（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西南大学小学教育分了

两个学院，一个是教育学部，另一个是西民中心。两个学院考的是一样的，但是最后的

分有一点差距，大家可以先准备，报名的时候再选择报哪个学院。

2、初试备考

公共课部分：

单词方面，我最开始买的是朱伟的恋恋有词，大概是从 3月返校之后开始一遍看他

的课一遍记单词，到了 9 月份的时候因为单词书大概过了两遍，然后遇上了实习，所以就

没有用书了，这个阶段用的是 B 站博主空卡整理的电子单词表，一般是早上在地铁上

背，然后晚上再用扇贝单词软件背一点。

阅读用的是黄皮书的电子版，我开始做阅读是 7 月开始的，所以我是从 10 年的英

一开始做起，大概一天一篇阅读。到 9 月的时候已经刷完可以开始二刷。因为我是刷了

一遍之后也没有记住答案，所以二刷就还是按着顺序来做的。

小三门和新题型也是从 9 月之后开始的，这几样就是自己做然后对答案，主要是练

手感。到考试之前还会有一个六级考试，建议去参加一下，感受考试的氛围同时也可以

刷分。

政治前期真的不用花太多时间，我大概是从 7 月中旬开始听的徐的课（徐涛的课我

只看了马哲部分，其余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搭配红果研的思维导图，10 月份左

右跟了腿姐的带背，最后就是肖四肖八。（这里推荐一下公共课的免费博主：B 站搜 空

卡空卡空空卡、蝶澈学姐）

3、专业课部分：

3 月-6 月基础阶段：这个阶段我主要是看了相关课程的网课，然后在书上勾画，就是

对书的内容熟悉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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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8 月强化阶段：我是在这个阶段直接开始背专业课的，因为专业书只有 4 本，

所以我采取的方法就是 333 和 904 各选了一本书同时开始背，背完之后再换其余两本。

这个时期就没有看课了，然后买了 cici 考研的一些参考资料，直接在资料上增添勾画，

这样会减轻一点四本书的重量。

9 月-12 月冲刺阶段：这个阶段的专业课已经背过一遍了，但是因为撞上了实习， 复

习时间也就相对要压缩一些。我大概是早上利用在地铁上的时间背单词，跟背政治。在实

习学校的时间只能在午饭之后才有时间背专业课。到了 11 月份之后我就已经没有用书了，

就是自己背然后把框架在空白纸上写下来。这个时候也可以进行几次模拟考试， 我是选择的

周末进行，大概进行了三次。

我的方法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初试成绩也有 413，专业课有 254，希望能给

大家一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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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报考学校：三峡大学

报考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

二、经验分享：

1、择校经验：

首先需要确定大概范围，比如双一流、双非但有学科优势、发达城市较好双非、本

校、家乡或未来有就业意向城市的院校都可以纳入考虑范围。接着搜集更多信息缩小目

标，要考虑有没有认识的师兄师姐、专业参考书目是否有差距、报考难度，一般在各校复

试调剂拟录取阶段就需要及时下载名单以备后续分析对比。想考教育专业不一定要局限于

师范院校，一些比较好的综合性大学也可以考虑，毕竟教育学考研竞争非常激烈， 尤其是

几大双一流师范院校。

2、备考经验：

网络上优秀的经验贴有很多，选择适合自己的努力坚持下去，天道总会酬勤。但坦

白讲，很多备考建议我确实做不到，在此想向和我一样目标没有那么高且确实很难做到刻

苦自律的人分享部分个人经验。

①不用强求早起和每天的学习时长。不同人高效学习时段不同，今天状态好就多学，

状态不好就抓紧休息。最忌状态不佳又强撑着学习，最后实际学进去的没多少，第二天还

要为耽误时间而自责后悔。任务精确到每天完成最好，做不到至少也要明确阶段规划。

②保持身心健康。按时吃饭休息运动，比如饭后散步晒太阳，骑车绕校园吹风，压

力大了可以跑跑步打打球，我室友考研后期每天的饭后活动是去静湖喂锦鲤。无需比较

他人学习进度并焦虑，确定目标之后，就不要想考不上怎么办，好好学就完了，不要浪

费精力自我内耗。

③利用他律。请朋友监督自己，有时候午休后不想起床，都是室友督促我去自习室。想

玩手机就设置使用时长，甚至干脆不带去自习室。忍不住拖延，可以默数一二三然后立

刻行动；学不下去可以再坚持十分钟，到时间之后往往就没有想玩的冲动了。

④政治英语公共课备考。

政治：徐涛老师的强化课配合肖秀荣一千题打基础，腿姐技巧班提升正确率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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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卡的十分钟马原框架梳理还不错。选择题真的很重要，一千题我只来得及刷一遍，肖

四也只背了第一套，主要归功于刷一千题时把每道错题的每个选项都理解到位。背肖四

要理解梳理答案的层次结构，利用思维导图帮助记忆。

英语：网课强烈推荐唐迟阅读，周思成单词还不错。英语得阅读者得天下，我作文很

差且考前只花两三天背基本套话，翻译练习时间也不够，考试全靠阅读完型错误少拉分。

每套阅读先模拟考试计时做完再看答案解析，要确保能完全读懂每篇文章的每句话， 能讲清

楚每道题的每个选项。每套阅读做完把要会认的词抄下来，虽然我很少背单词， 但是

连续几年的题词汇重合较大，坚持抄写自然眼熟高频重点词汇。前期做零几年的题会有

很多生词，看不懂文章，错误率非常高，但只要坚持下来，正确率和速度会有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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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语文）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小学教育数学报

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

报考专业：学科教学（语文）02 方向

二、经验分享：

1、择校经验

2021 年7 月份打算考研，选择了一所双非备考，复习到 8 月中旬，由于还是不甘心

去一所双非攻读硕士学位，想要去更好的学校看看，因此换学校到北京师范大学。

注：并不是一味的鼓励大家都要报考 985，实话说，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去备考北师大

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如果你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并且一直有一个由于觉得很遥远， 因

此一直未完成的梦想，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力量。

2、备考方法：

①没有什么弯路，任何都是应该

从 7 月份到 8 月中旬这段备考双非的时间看似是被浪费了的，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在这一个半月，我的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这所学校和北师

大专业课有所差异，但是教育综合大体知识是不变的，因此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每一步

都算数。

②.列计划

我个人的建议是先列阶段计划再具体到每日计划。把整个考研的过程划分为几个阶

段，先把一个阶段的大计划列出来再具体到每天的任务，确保任务完成。

③框架式学习

先把握大框架，大逻辑，再去搞定小细节。而不是抓住某个点不放，而忘记了去关

注节与节之间的联系，章与章之间的联系，由此而本末倒置。

④讲课式学习

通过给自己讲出来的方式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如果讲的很顺畅就证明这个知识

点理解了。死记硬背只能是短时记忆，理解永远是背诵的基础。

⑤提升自己的教育学素养

由于北师大的专业课考题非常的灵活与变通 ，绝不仅仅是是考背诵。教育学素养

这个词本身就很模糊和笼统，当然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提高的，需要在平时多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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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热点以及相关的论文来积累自己的答题维度以及答题语言。要学会发散自己的思维，

多思考，多拓展而不是一味地纯背书。

3、个人感悟

近几年考研的人数越来越多，分数水涨船高，考研这条路也变得越来越难走。我希

望学弟学妹们清楚考研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选择。诚然，考上研可能会使得我们的人

生方向有所改变，但我们依旧是我们，从长远来看，这件事并不能决定我们的人生。因

此在走上这条路之前，大家要慎重考虑，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考，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坚

定！因为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追风赶月

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怀热爱，勇敢追梦。我相信，你们所羡慕的

我的今天一定会是你们的明天！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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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数学）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报考学校：华南师范大学

报考专业：学科教学（数学）

二、经验分享：

1、备考动机

自己决定考研大概是在大三的寒假期间，个人认为自己本科积累的学识还不足够很

好地胜任今后的教师岗位，并且自己也还算年轻，就决定通过考研继续提高自己的能力。

2、择校经验

关于选择备考专业和学校方面，我自己是先选择专业的，刚开始自己选择专业的时

候很茫然，因为自己对考研专业不是特别了解，通过多方面的信息查找，最终选择了学科

教学（数学）专业，因为自己本科的课程学过微积分、高等代数等数学专业的基础知

识，同时也学习了教育学方面的内容，所以考研专业和本科专业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

确定好备考专业之后，就要确定备考院校了，结合自己本科期间的学习能力，同时从往

年报录比、地域、考试科目等几个方向进行考虑，列了几个表格综合对比，最后选择了华

南师范大学。总之，在选择备考专业和学校时，一定要收集好各方面资料，这样在后期就

可以有序的准备备考资料进行学习。

3、学习经验

考研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基础阶段（开始-6 月），强化阶段（7 月-9 月），冲刺阶段

（10 月-11 月），模拟阶段（12 月-考前）。所以，备考要有一个总体规划，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任务，考研人一定要做好规划，具体为：阶段计划、每月计划、每日

计划。

4、备考建议

①关于买书：专业课的教材如果有必要买的话，建议买二手书（很便宜）。此外，

买书之前要想清楚是否必须要买的，尤其是英语和政治，如果不是经常要翻的书，可以

去网上找电子书。

②关于心态调节：考研是持久战，心态的起伏不定是很正常的，所以要学会调节自

己的心态，以最佳的学习状态去备考。当自己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时，可以出去打打球、

跑跑步，或者向父母和朋友聊聊天，释放自己的不快。同时，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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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的时候就尽情地放松。还有一点就是自制力差的学弟学妹最好把游戏和短视频 APP 戒

掉，让自己全身心投入考研。

③关于实习：可能很多学院都会安排毕业生在大四上学期去实习，如果学院强制要

求必须要去实习，那一定要兼顾实习和考研，做好计划，这一段时间是很容易让人崩溃

的。如果可以延迟实习，一定要选择延迟，一切以考研为重。

总之，既然选择了考研这条路，漫长的旅途终会有终点，无论结果如何，只要你坚

持下去，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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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小学教育（英语方向）

报考学校：西南大学

报考专业：小学教育专业

二、经验分享：

1、择校经验

西南大学的小学教育分为教育学部和西民中心两个报考方向，这里的“方向”指的

是两个专业隶属的学院不同，不过虽然隶属两个学院，两者初试考的题目却是一样的，

后面进校也是在一起学习。这两个报考方向的分数线由各自的招生人数来确定，今年学部

招 66，分数线 413,西民中心招 20，分数线 392，虽然今年西民中心比学部低了些， 但

也不能一股脑冲西民，因为去年西民比学部高 2 分，所以选择哪个还是需要好好想想， 选

择大于努力!还是希望学弟学妹都要好好珍惜、好好对待自己的每一次选择!每个选择都

要对自己负责。（但是西大是自主命题，如果调剂可能不太容易调，报考时要想清楚）

2、备考经验

英语：背单词我是直接用的红宝书小册子，结合墨墨 app。对于我来说，效率高，

比较方便。时间够，单词需要一直背，利用好零碎时间。刷真题我是八月份开始，最初

是每天一篇或者两篇阅读，定好时间做，前期有看唐迟的课，但感觉不适合我，就自己

对照答案翻译文本，结合思考，找到出题规律和思路。从十一月份就模拟着做了近几年

的真题。作文我都是开始得比较晚(为了腾时间给专业课)，看了一些作文视频，自己总结

了一些思路、用词和句型。个人认为写作文思路比较重要，我是自己把真题的作文认真

地写了几年的，然后剩下的就是把大致框架和思路写出来。很多人推荐石雷鹏的作文

课，时间够，跟着写一写应该很好。

政治：在七八月份开始准备的政治，看徐涛的强化课，可以配合框架自己梳理一下， 配

合着做 1000 题。之后就是腿姐的背诵手册。到十一月份就是肖八，十二月份肖四。

专业课：西大小教专业课一共 4 本书，教育原理、教育研究方法、心理学、教育心

理学。由于前期课程还未结束，真正准备专业课差不多是在六月份开始。在七八月份直

接就开始梳理框架开始背诵了，然后在十一月中下差不多把专业课过了四轮，之后就是

抓重点的选择性背了，同时 12 月开始做真题，背真题，特别注意其回答思路，规定时

间模考。个人认为专业课这个时间安排得根据个人情况来定，记住知识点是目的。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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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最深刻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①自己不太明白的重点知识点可以看看视频，看下老师的讲解，尽可能搞明白，越

到后期越会觉得，理解才是王道，或者找一些技巧记住它。

②专业课的资料，每个阶段找一些够用就行了，我自己花了挺多时间去找，感觉是

浪费了些时间，有些资料也没怎么用。

③前期可以一本书过完下一本，后期就建议一起进行，尽量背书每天都保持状态，

不要断，要复盘复盘复盘。

④提升效率，背的时候要思考，不然背了老是忘就容易崩溃(崩溃不要怕，要稳住

不能放弃)

⑤练字练字练字，速度和美观都要抓，这个特重要。

⑥一定要每本书兼顾，因为前几年专业课二侧重于心理学这本书，所以教育心理学

我就没有花过多时间准备，然而这次出题很多来自教育心理学，所以，如果有时间，尽

量每本书都熟悉！

以上就是我整个备考的分享，其实，考研不仅是信息战、时间战、努力战,还是一

场自己与自己心理的博弈。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虽然不会忘记你的考研的初心，但是当

初决定的那一刻昂扬的斗志和信念，可能会一点点的消磨，你会不断质疑自己、可能会

打退堂鼓。而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你就按部就班按自己该做的，安静点也用点心，渴求

别那么强烈，慢慢的一段时间后，水到渠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慢慢来吧，一

切都会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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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考研经验分享

一、基本信息：

本科专业：小学教育英语

报考学校：陕西师范大学

报考专业：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二、经验分享：

1、备考经验

政治：

7 月-8 月底跟着徐涛老师的视频每天复习一章，并做《肖 1000》相应章节的习题。

第二天会复习前一天的内容。10 月二刷《肖 1000》，整理常错知识点并记忆。11 月-12

月初看徐涛老师冲刺视频，做历年真题和《肖 8》。考试前一周狂背《肖 4》四遍，看之

前整理的选择错题。简要概括一下，我的方法是：选择题靠积累，主观题靠考前突击。

关注肖秀荣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很有用哦，经常会发答疑，今年的肖 4 命中率也是很厉害最

不建议的是拿着书大声朗读。你很有可能只是在机械发声，而完全不过脑子。

英语：

①每天三遍背单词。备考初期我每天背 60 个单词，发现第二天几乎全忘了。后来

开始每天早上 20 个+复习昨天的，中午 20 个+复习早上的，晚上 20 个+复习早上中午的，

效果不错。

②作文一定要自己写。有些同学只是背作文背模板，自己从来没有动手写，到考场

上看见作文依然很懵。我的建议是每天不看模板自己写一篇作文，完成后可以叫研友帮

你检查一下，有的时候自己的错误自己发现不了的。时间长了，你可以总结出一套适合

自己的万能模板。

③自己总结阅读技巧。阅读题是有技巧的，做题的时候可以对题干的问法和选项进

行总结，事半功倍。

专业课：

我的两门专业课都是文科性质的，比较针对需要背书的同学。专业课一 333 教育学

综合，这里推荐凯程的课，比较细致和丰富。按照这门课的进度跟住走就行。专业课二

心理学综合，这里推荐优加的课程，讲的很仔细，资料也很全面。

优加的课程分为准备阶段，基础阶段，强化阶段，冲刺阶段。准备阶段主要是阅读

相关的参考书，如普通心理学，彭聃龄老师的，发展心理学，林崇德老师的，对这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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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个大致印象。基础阶段这时候就需要看网课课程了，大概是三月份到五月份，跟着

网课课程梳理大致框架，可以手写笔记，也可以跟着老师画出框架图，形成知识网络体

系。强化阶段的话会有优加找到你报考的学校的学姐或者学长来带你梳理重点，这就减轻

了你的背诵负担，参考书比较多的同学必须要梳理重点，不然后期背诵很难背得下来。冲刺

阶段就需要每天大量的背书了，每天至少要花 3-4 个小时来背书，当然了，这一阶段优

加也会有专门的老师带背阶段，每天完成后打卡，背诵才会扎实。

2、学习技巧

①出声背诵或默写。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复习时感觉自己都背过了，考试看到题

目也觉得非常熟悉，下笔时却发现自己只能记住零星几个关键词，甚至串不成句子？我记

忆时总会有这种错觉，所以考研时每天拿着小马扎去教室外面背，有时还会选择默写， 以检

验自己知识点是否真的记住了，而不是只能记个关键词，在自习室或者图书馆提高效

率！

②复述知识点或给研友讲题。给别人讲过后记忆会更深刻。有同学问我的时候我就

讲，怕误导别人，讲之前我一般会查阅很多资料；没人问我的时候我就假装面前坐着一个

人给他讲，因为 Ta 不懂，所以我要讲的事无巨细，包括例子包括应用等一系列考试可能

问到的细节，每次讲完都印象非常深刻。

③少量多次。同英语第一条经验。每天把一章复习三遍，会比一天复习三章要掌握

得更牢固。

④不要自己画重点。不要想当然地觉得这个不考，那个是重点，而有选择性地复习，

到考场上你会后悔的，而且后悔这件事，很影响考试心情，进而影响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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