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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经验贴

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高级写作

报考学校及专业：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英语（一）81，政治 78，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 124，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89，初试总分

372，现当代方向总排名 30，当代方向排名 13。复试结束后，综合成绩 13 名上岸。从初

试成绩可以看出我的现当代文学史是最垮的一门，竟然和我的英语在同一分数段，关键是

我考的还是现当代文学方向，查到成绩那一刻心都在滴血。很多人都说湖师大今年压

分，现当代文学史这门专业课确实很多人连国家线都没上。但高分也有，两门专业课都

130 的大神简直让我怀疑人生。我认为可能更恰当的是说老师打分很极端，老师认为优秀

的，分数他也给的很慷慨，不太行的，那成绩就像我的一样惨淡。如果不是我前三门考

的还不错，我怕是连国家线都上不了。所以这篇与其说是经验贴，更像是我一年考研路

上的一些感触吧。侥幸上岸的我没有什么高分指南，但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些建议。

一、关于专业与择校

专业呢，我是很坚定地选择了现当代文学方向，虽然这个方向可以说是文学考研里

最最热门的，但我当年来读中国汉语言文学正是因为自己喜欢现当代文学，所以即使很

害怕卷不动，但在我还能选择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也许大家会有意识地

避开一些热门方向，比如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等等，但据我所知，今年我身边文学考

研的很多人都去考了语言学、文字学、比较文学等这些往年相对来说没那么热门的一些

方向。也许每年的热点都在变，大部分人的想法也都差不多，这种东西每年的形势还真

的说不太清，自己好好斟酌，重要的是选择完之后不要后悔。

其次是择校。建议大家选择招生名额比较多的学校，这样容错率大，上岸的机会也

相对来说大一些。如果你实力真的很强，又有很强烈的名校情结，那么就勇敢去冲，毕

竟我们也有学姐考上了北大、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虽然不是说一战就上岸，但说不定你

就是那个一战圆梦名校的对吧，不要留下遗憾。但如果是求稳，就尽量少挑战那种招生

人数只有一两个的，风险太大了。

二、关于英语

就我的英语学习，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单词积累。词汇积累到一定量了，看英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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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很多，那些语法、长难句等都会因为你有足够的基础而在一次次的学习中内化的，

学久了至少也会有一定的语感。可能因为我一直也挺喜欢英语的，我是从高中开始就用

APP 背单词，一直到现在，打卡已经两千多天了。所以我能体会到单词真的很重要，这种

积累也让我的英语学习比较轻松。

背单词我习惯拿 APP 背，大家也可以买单词书，重在每天坚持。我有买《恋恋有词》，

但基本也没怎么用，就草草翻了两遍，不习惯拿单词书背。太久没接触英语，刚开始背单

词背了就忘这非常非常正常，我到现在背了这么久也不敢说我背的所有单词我都能完完全

全记住。不要急于求成。就把它当做一件小事，就像每天刷牙洗脸一样，按照目标规划好每

天的任务，每天完成就好了。

至于具体的考研英语备考，我不一定有太大的借鉴意义。我是不太看网课的，但其

实很多学长学姐都会推荐各个老师的网课。我没怎么看，也不清楚是否真的有用，但我

认为网课等等都是辅助，要有目的的去看，而不是盲目跟风瞎刷，而且也不是一定要刷

网课，不然好像自己就落后了，这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去年这个时候我有看刘晓艳老

师的课，因为她说话比较好玩，更多是当一种放松和乐子。唐迟老师的阅读的逻辑这个

我听了两节左右，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在复习初期听，不是说他的课不好，而是他讲的是

真题（就我听的那几节都是），听完他的技巧课，技巧不一定能记住，但真题答案都能

记住，那这样自己再去刷真题的时候就测不出自己的水平，你以为你都会了。

我是暑假开始刷真题的，用的黄皮书（我觉得挺好用的，解析也详细），暑假就留

了最后三年的真题没有做，其余年份的真题都刷了有两遍，有些年刷了三遍，同时也做

了黄皮书附带的手译本（手译本我没有逐字逐句写下来，工作量太大了，我一般是在脑

子里翻，然后再去对比。手译本可以帮助积累生词、锻炼语感、分析长难句。）我的进

度好像是算快的，虽然开始的不算很早，但我做英语一向比较快，大家不要参考我的进

度和节奏。我没有分题型刷，我直接刷的套卷（除了作文和翻译）。刷完题自己对的答

案，没有听什么真题解析。

翻译没怎么练，纯靠手译本那点学习了。我考研英语翻译题型得分应该挺差的，不

过这主要是因为我忘了一个很简单的单词 code 什么意思，太离谱了，这是全文的核心

词汇，我一下没想起来，我脑中只有它的另一个用法，类似“行业准则”这种意思，所以

整个翻译都偏了。大家还是要搞单词，尤其是单词基本的意思千万更不能忘。

作文用的是王江涛老师的《考研英语高分写作》。早期没事就会读一读，背一背，

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很散漫，我告诉自己要循序渐进，所以我开始的早，慢悠悠的哈哈

哈哈。暑假开始练作文，微信公众号“微软爱写作”可以提交你自己的作文，然后它会给

你批改，会给你指出一些词汇错误和一些语法错误，大家可以以它的批改做一个参考。

至于它给的分数就不用太相信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最终作文拿了多少分，但不管是

谁，每次在上面批改出来的分数其实都好像是一个分数，感觉不是很可靠的样子。作文

我没有背过模板，个人习惯，我习惯自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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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研英语没有说考的很好吧，就算还行，也没有说很差，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

我的整个复习过程都是根据自己的学习习惯来的，也没有在英语上花费太多时间。所以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学习方式。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高效的。

相关资料：

单词：扇贝单词英语版 APP

真题：黄皮书

作文：王江涛《考研英语高分写作》；微信公众号“微软爱写作”

其他补充：何凯文《长难句解密》；朱伟《恋词》

三、关于政治

政治主要是暑假开始看徐涛老师的网课，配套肖秀荣爷爷的《精讲精练》做笔记，

再按照听课进度刷 1000 题。每天规划自己听几节，适度安排，跟着自己的进度走就行。

肖 8 出来了就刷肖 8，刷完就再多刷几遍，整理错题。肖 4 出来了差不多也是考研

冲刺期了，这时候狂背大题就对了。政治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很多，每天完成一定量的选择

题，保持做题的手感，到了最后的关键期再发力。

资料不需要很多，暑假很多人会拼红果研的脑图，还有腿姐的《冲刺背诵手册》也

几乎是人手一本。就我个人而言，这两本资料我基本没用，到考研结束这两本书都几乎

全新，腿姐的课我也没怎么看，偶尔实习的时候累了不愿动脑，就会听一下腿姐的课（毕竟

听课是被动吸收）。很多人说腿姐的技巧班一定要听，这方面我也没法给建议，因为我

没听。大家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去试试看适不适合自己，我当时在实习，确实也不是很有

时间再听网课。

但政治我有自己的笔记本。我会把自己的错题选项，那种容易弄混的，或者是自己

总记不住的知识点汇总到一个笔记本上，偶尔在微博上看到一些别人的总结觉得有用的也

会做笔记，这样我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知识笔记，复习起来很方便，都是自己的易错点， 更重

要的是这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复习，看到一条算一条，压力也不是很大。

关于大题押题，肖秀荣爷爷肯定是考研政治界的顶峰人物，不过我这年政治听说徐

涛压的比较准，我也不清楚，因为除了徐涛老师初期的网课，其余的我也没用过。我觉

得政治说来说去，每年的热点就那些，跟一个自己喜欢的老师就够了。你可以只用肖秀

荣的资料，也可以再用徐涛的押题卷，或者跟腿姐。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时间分配，不要

浪费时间在左顾右盼上。

相关资料：

主要：肖秀荣《精讲精练》《1000 题》《肖8》《肖4》；徐涛网课；苍盾刷题小程序

（政治刷题利器）

其它补充：陆寓丰《冲刺背诵手册》；红果研思维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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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湖南师大专业课

专业课一，文学原理（100 分）与文学评论（50 分）。前面的文学原理很简单，也

就一本参考书，考试内容都在书上，不需要拓展，背熟就可以。我是在暑假开始前过完了

一遍书，在平板上做了各个章节的思维导图（后期没什么用，但是在你不熟悉课本的时候

查找关键词去迅速定位很方便）。而且这本参考书不深奥，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

学这门课学的还挺开心。这 100 分就是背书就可以拿到，这就靠你的努力和勤奋了，

没有什么别的捷径可走。千万不要只背真题。在 2021 届考研之前，这门课真题重复率非

常大，基本上背真题就可以应付百分之八九十的考试，比如什么期待视野，共鸣等等， 所以

有人走巧。但 2021 年考研的题目已经开始有新题，今年考研新题更多。所以还是踏踏实

实把整本书都背下来比较好。我这门大概背了有六七遍。七月底开始背书，第一遍很慢，花

了快一个月，第二遍就强行每天背几节，到开学后不久背完第二遍。刚开始很痛苦，背了

就忘，慢慢三四遍开始会有一点感觉（我这时候用了艾宾浩斯记忆法，所以这三四遍中是

有边背边反复巩固的），到五六遍的时候就比较熟了。整本书一共 32 小节，每天背两小

节，16 天就能过完一遍，听起来也不难吧，每天任务也挺简单的。这种拆分把大化小，每

一步更容易落实。

剩下的 50 分的文学评论，多练几遍。最好是写完之后能找人给你看，找老师、找同

学、找学长学姐。当时学院里的左剑锋老师是有针对文学评论给我们开了讲座，会收集大

家的作文，然后逐个讲解，如果能遇上这种机会不要错过，老师人特别好，非常认真负

责，讲的也很详细。除此之外，也可以找室友。我当时有把自己的作文给室友看， 然后她

给我一波分析，自己身处局中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问题可能突然就会清晰了，下次写作

那种感觉就来了。网上也有针对文学评论写作进行指导的学长学姐。大家可以广泛去搜集

相关的信息。

专业课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诶，我考得很差。其实这门是我所有科目中最重视的

一门，也是时间花的最多的，反而垮成这样，真的让人心碎。我反思了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

么前三门我学得轻松又快乐，这门这么拉垮，我也不知道我思考的对不对，毕竟现在也

没法看到效果。但我觉得是因为前三门我每天都有自己的节奏，今天该做什么我都会把它

做完，做完了其实那天我就不会再去管它了。我当时是觉得前三门每天任务很简单，所以

每天都很积极先把那些完成，然后心想，哇，剩下的时间我全给文学史。这其实就潜意识

里有一种心理负担，第一是文学史难学，第二是文学史我不行，所以我要花很多精力，其实

反而效率很低，我也找不到最适宜自己的步调，总是每天能学多久就学多久，感觉永无止

境。最后书上该有的知识点我也答得没那么全，也没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和拓展。

所以关于文学史我也没法提供什么有效的学习方法或是建议，只能是把我的心态给

大家参考一下。也许也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试着调整一下看学习效果会不会好

一些。



259

湖南师大现当代考得非常非常细，今年名词解释六个我有三个听都没听过，还有第

一个向培良还是我刚开始复习文学史的时候有去记忆一下，后期我都没复习这么细了，

所以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他应该是第一个十年的人物，好像不是文学作品里的，应该和

什么社团有关系，好像和高长虹和鲁迅有关系，考场上就整个瞎编。剩下两个正常点的名

词解释我也没写清，这整个几十分的名词解释就凉透了可以说是。

湖师大很注重作品，所以早期多去看书。一直到 9 月份开学前我都有在看作品，开

学后要实习，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看了。多补充论文，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参考书一

定要非常非常熟悉，什么现代文学三十年，我认为可看可不看，还没定下学校的时候看

这些经典的文学史书籍是可以的，如果确定考湖师大的现当代文学，只看湖师大的参考

书就可以了。

学长学姐的资料，买一份我觉得就行，不需要买太多，不用怕错过这个江湖秘籍那

个高分手册的，各种资料传来传去都会差不多的。其实最能用上的还是真题，其余什么高

分笔记，其实用起来也不一定很爽，因为不是你自己整理的，里面没有你的思维方式。

考前一定要模拟真题。刚开始你会发现背过的东西要写到纸上大脑一片空白，我当

时出现这个状况慌得要命，多练几次才会慢慢稳定输出。

五、关于学习时间

看你自己属于哪种类型。有人就是从早到晚精力充沛，又可以熬夜学习，又能早起。我

不太行。我睡眠不足的话，一天都很没精神，逼自己早起可能就是逼自己一天都神思恍

惚，所以我一般都是八九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实习的时候要早起赶去学校，每天六点

就得起床，不过那时候因为你要跑这跑那，整个人精神得处于亢奋状态，其实也不太困。

我基本上是在寝室学习。刚开始去自习室，结果每天晚上抢座太烦了，我干脆不抢

了，浪费我心情。后面去实习，白天都在中学，只有晚上才回瑶湖，也就在寝室学了。

最近南昌有疫情，大家可以选择的学习场所更少了，这时候大家可能需要摆正心态，不

是说没去成自习室就没法学习了，方法总比困难多。

虽然我没有早起学习，但是只要我学习，我就不玩。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不会学

一会儿就去聊个天，学一会儿就去刷个微博。那时候只要我在复习，手机都是开省电模

式，只能用微信读书、浏览器等软件，其余消息都会屏蔽。只有买饭的时候恢复正常通

讯，午饭、晚饭、晚上 11 点左右结束学习的时候处理一下各种消息和相关事务。该学的

时候就好好学，放松的时候就好好放松，劳逸结合即可。

自己经历了这场考研，其实觉得考研也有点玄学。刚出成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最后一门和自己预估的差太多。查到总成绩 30 名的时候大哭了一场，那时候觉得自己

铁没戏了，尤其是有学姐收集到的成绩来看，报当代方向的特别多，那段时间在家整个人

都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自己接下来是该往哪走。然后慢慢调整心态，慢慢去接受这个事

实，再看看当下自己能做什么以求得最好的结果。最后竟然当代复试线比现代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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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低，学姐收集到的当代比较全，这谁能想到报给学姐的大部分真的都是当代方向的考

生。而且今年湖师大还扩招了，从一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没戏了，到好像有点希望，到最

后竟然真的拟录取了。整个三月都是跌宕起伏。

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生活。

祝大家都能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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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考研经验分享

一、个人信息篇

本科专业：创新拔尖班

报考院校：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报考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二、择校建议：（能力+兴趣）

1、量力而行，选择自己能力范围可以触碰的领域。22 考研形式很明朗，上岸率和

高校录取率也很残酷，量力而行是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不要把择校变成一种攀比，只有

考上了才是自己的学校。

2、清晰地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后悔。选择专业和学校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否喜

欢，是否愿意接受它参与自己后续的人生，不要出现盲目择校盲目选择专业后考上后悔的

情况。想清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自己为什么考研？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这个专业？ 把时

间精力花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自己也会更快乐。

3、收集信息，避开所谓的“考研黑名单”。部分院校可能存在专业课压分、不保

护一志愿、歧视本科出身等情况，这些都是要考虑清楚自己能否面对的。不要无知者无

畏，从择校开始考研就已经开始了。

三、对于报考本校的建议：

1、可以联系导师和已经上岸的师姐师兄，但是要换位思考，导师们很忙，师兄师

姐也还要读书或者兼职，考虑清楚总结好想法再去联系，做到基本的互相尊重。

2、报考本校不代表上岸，一样需要付出。大家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哪怕是报考本

校或是调剂回本校一样存在没有上岸的情况，更何况综合 22 考研形式，未来几年本校

的报考人数很可能增多，所以不要掉以轻心。

四、时间规划：

复习备考期间仍需要完成在校的课业，不能以考研为借口，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

事，要保证自己的课业准时完成不挂科。

关于实习和毕业论文，要按老师的要求按部就班完成，不要过度焦虑，要结合自己

的实际情况做好规划，把任务拆分到日常，不堆积在一起。

复习期间充分利用碎片时间，例如日常通勤。

平常心对待备考期间的突发事件，考研不代表没有时间生活，不要做心理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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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自我感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有效率的规划，不要内卷照搬别人的时间安排，

和别人一样早起但是在自习室睡了一早上是不可取的。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时间安排。

五、个人复习时间安排：

寒假开始准备英语单词语法，四月开始做英语阅读真题，做完英二的阅读继续做英

一的真题，四月开始看专业课的书做思维导图，八月开始政治，先看网课搭配 1000 题，

九月学校更改考试内容，开始边背书边整理框架和重点，十月看批评写作相关文章，十

月下旬开始准备英语大作文和小作文，政治背诵 1000 题，拿到肖四肖八之后做到二刷并

且背答案，十一月做两次写作练习并修改。

六、复习建议：

政治不需要过早开始，后期真的很容易忘。但是英语一定要早一些开始，尤其是英

语基础不太好的同学，真题尤其是阅读可以二刷甚至三刷。

文学理论要抓住目录，结合目录构建整体框架，在每章的学习中要做好思维导图，

当结构清晰了学起来会更简单。比较文学要有侧重点和框架感，比较文学是研究方法的

学习，所以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要多看真题，例题，研究如何把简短的理论运用进论述当

中，不要死背概念和名词解释。

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史的学习要有脉络意识，宏观意识， 可

以建立时间轴把知识勾连起来，不同时期思潮和流派之间的关系，同一思潮和流派下不

同作家的共同点和个人特色。流派、作家、作品要结合起来，不要脱离开单独谈作家和作

品。

批评写作要多听课多练习多批改。在校期间有条件可以去听一听相关的课程，课后

多练请老师多指导。没有条件去听课也可以看相关书目，总结写作方法，切忌写成读后

感，要注重逻辑性和条理性。学会列提纲，在正式写作前列好提纲，准备好每个部分的

重点，由浅入深或者要点排列，不要写废话，要注重理论性知识的运用，不要过分注重

文学性的美感，搞清楚自己在写什么。并且结合一些热点问题，要有立意和新意。

不要死背书！理解记忆或者是利用时间轴和思维导图串联记忆，找对方法才会事半

功倍。对于文学类考研这样需要背的东西很多的专业，一定要效益最大化，不要浪费时

间无用功。

把握黄金时间！！！黄金时间不是泛指早上，而是自己每天状态最好的时间，把自己最

难学的最需要理解的内容安排在黄金时间，往往进度会更快。

七、个人复习安排：

外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原本大纲的内容所以四月就开始理解做框架，结合题型整

理重点和例题。暑假完成第一遍背诵。九月底更改大纲之后对增加的书目先整理了相关

资料梳理了时间脉络和框架，之后开始背书，每天分配时间到每个小专业兼顾文学史和

文学理论以及比较文学。十二月开始查漏补缺着重复习例题的运用，并根据题型做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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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

八、心理建设：

1、不要神化自己也不要神化考研！正确认识考研带给自己的东西。无论能否考上，

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大家已经收获了 2.0 的自己了。它只是你人生里的一场考试，重要但并

不是全部。你选择它就要承担它。

正确认识自己，不要苛求自己成为圣人。焦虑、害怕、抑郁都是人会有的情感，也

必然会影响自己。不要责怪情绪的产生，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情绪，要及时地心理

建设，去理解拥抱自己。

情绪转化，不要沉浸在情绪里！当然可以难过，但是一定要学会调节转化情绪。当

你焦虑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能安抚你的。觉得自己看不完和正在努力看是两种截然不

同的态度，与其一直焦虑浪费时间不如试着平静下来。

摆正姿态，找回快乐！所谓大形势下的卷、或是突然地更改大纲，都要正确认识这

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这是所有和你一样参加考试的同学所共同面对的，很公平，所以

一定要摆正姿态。摆正姿态，多看看生活中美好的事，把快乐变得简单，其实考研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痛苦。

避免大幅度情绪波动事件！考研期间不要出现临时起意的恋爱想法，已经恋爱的同

学要保持平静，不要因为恋爱影响自己考研。同样的友情也是一样，可以寻找研友一起

互相监督。

九、个人心理建设建议：

可以情绪崩溃失落，想哭就直接哭，但是这只是排泄情绪的出口，不要沉浸在其中， 一

定要认识到发泄完情绪就要继续学习。每周可以给自己设置休息日，让自己回归生活， 缓

解一周的压力也可以为下一周的学习储存正面的情绪。当自己觉得无力支撑自己的时

候，可以和亲近的朋友或是家人沟通交流，寻找寄托和支持。不要带着情绪学习，考研只

是生活的一部分，要好好生活爱自己，记录生活中快乐的事，保持平稳愉快的心态。

十、考研期间一些好物分享：

APP 类 ：

1、番茄 APP

2、蒙哥阅读器（阅读英文原著）

3、扫描全能王

生活用品类（注意身体健康，做好后勤保障）：

1、黑色长款羽绒服

2、大保温杯

3、补铁软糖

4、Moccona 冻干黑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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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暖宝宝

节目类（缓解焦虑，推动学习）：

1 、令人心动的offer

2、选秀类节目

3、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

明星大侦探系列

（拒绝沉迷，只是作为休息时间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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