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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9_B6_E7_94_9F_E6_c73_111668.htm 一旦决定考研，第一

步决策就是确定报考志愿。与高考志愿类似，考研的第二志

愿作用不大，绝大多数考生面对的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的局面。可以说，选择志愿是个风险很大的博弈过程。 报

考志愿的决策可以分解为3个基本步骤：形成专业选择意向；

确定报考单位；最后两者结合，综合考虑，确定第一志愿，

并考虑第二志愿。专业和招生单位的不同搭配就形成了报考

的4种基本模式：本专业本校报考；本专业跨校报考；跨专业

本校报考；跨专业跨校报考。不同报考模式复习备考的工作

量和难易程度是不同的。 一、本专业本校报考。这是考研志

愿选择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模式，也是成功概率最高的。一般

来说，只要专业不错，学校也还可以，多数考生都会自然而

然地选择报考本校本专业。 二、本专业跨校报考。本专业跨

校报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虽然专业不错，但原单位一般，

考生想考到一个更好的招生单位去；二是原单位太热门了，

考取的把握不大，所以考生选择其他竞争相对缓和的报考ノ

弧１咀ㄒ悼缧１考备考的难度要大一些，因为虽然专业相同

，但不同招生单位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学术科研重点可能差别

很大；而且招生单位变了，有关的政策、信息也就比较难以

及时获得? 三、跨专业本校报考。学校牌子不错，但想换个更

好或更喜兜淖ㄒ档目忌可以选择跨专业本校报考。由于隔行

如隔山，跨专业报考有较大的难度，且这种难度和专业之间

关联度成反比：原专业和报考专业之间的关联度越小，复习



和考试的难度就越大? 四、跨专业跨校报考。对原先的专业和

学校都很不满意，决心要开辟全新天地的考生会选择跨专业

跨校报考。这种模式备考墓ぷ髁亢湍讯茸畲螅不仅面临着大

量陌生的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在复习资源、信息渠道等方

面均处于不利地位? 那么，考生到底如何确定报考专业和招生

单位呢？我们认为，贯穿整个决策过程始终的，是两个关键

的要素：考生自身的意愿和条件；完全而充分的信息。这实

际上也就是报考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考生自身的意愿和条件

里面又有3个主要因素： 1.考生的专业意愿。一般来说，确定

是否换专业主要看考生自己的意愿。许多考生高考时的专业

选择并非自己做主，而是家长和老师的一厢情愿；或者经过

本科阶段的学习，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学这个专业，这样考研

就成了一个改换门庭、实现自己兴趣和抱负的绝好机会。还

有许多考生选择专业时主要考虑将来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

这些考生在判断专业前途时，就要目光长远一些，根据社会

发展趋势来理性地判断未来一段时间专业的前途，不要盲目

跟风。 2.考生的考研目的。考生考研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对

选择专业和报考单位影响很大。就应届考生而言，一些考生

就读于名校热门专业，皇帝女儿不愁嫁，考研的主要目的是

获取更好的机会，成则更好，不成亦可；而许多本科专业和

学校不理想的考生，则将考研作为人生转折的惟一机会，志

在必得。在职考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部分考生工作很好

，考研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另一部分考生则是要通过考研跳

出原来的小天地，创造新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

应届考生还是在职考生，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以考一个

好专业好学校为主要目的，二是只要能考上就行。前者选择



专业和报考单位时当然主要看自己的喜好和未来的发展需要

，而后者则要更加注意权衡选择，尽量增加成功的概率。 3.

考生的竞争实力。竞争实力很强的考生，自然可以往高处考

，往好处报；而竞争实力一般的考生则应注意避开白热化的

竞争点，报考稳妥一些的志愿。 确定报考志愿的第二个关键

因素是获取全面真实的信息，权衡利弊，帮助自己作出正确

的抉择。尤其是那些竞争实力一般而又志在必得的考生，更

要借助于信息的收集，选择录取可能性最大的专业和招生单

位。考生在基本确定报考专业后，应该进一步选出设置了这

些专业的学校，并根据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圈定目标单位

，进而对这些目标单位进行信息的收集和比较，最终选取适

合的志愿。 1.目标单位的竞争态势。第一是看目标单位的录

取分数线。有一些好学校的总分和单科录取分数线有可能会

高于全国统一最低分数线。第二是看所要报考的专业院系的

录取的平均分和最低数。第三是看报考人数和招生人数，两

者之比即为考录比，数值越大，说明竞争越激烈。这些数据

应该尽量往前多收集几年，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比如说录取

门槛逐步降低还是逐步抬高，是基本稳定还是剧烈波动。逐

步抬高的难度比较大，而波动剧烈的风险比较大。 2.目标单

位的录取情况。由于研究生招生是由各招生单位自主负责，

各专业院系的权力很大，因此必须详细摸清录取情况，例如

实际录取名额到底是多少，录取是否公平公正等。有些招生

单位和专业院系内部保送名额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招生名额

不少，但扣除保送名额后就所剩无几；有些单位和院系一贯

奉行自家人优先的原则，优先录取本单位和本院系的考生，

外来考生难以享受公平待遇。凡此种种，都是考生朋友一定



要事先搞清楚的。 3.目标单位的复习资源。考生应该尽力收

集目标单位的复习资源，例如历年考试专业试题，考试命题

所依托的教材，考试复习的参考书目，复习的重点范围，命

题教师的命题风格等等。这些信息对于复习和考试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 4种报考模式当中，本校报考的两种模式在收集

信息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而跨校报考的两种模式都缺乏这

方面的优势，因此凡跨校报考的，必须将信息的收集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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