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走来：我就这样从自考本科生变成了研究生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4_B8_80_E

8_B7_AF_E8_B5_B0_E6_c67_158800.htm 我想每个人内心里都

会有这种想超越自我的激情和梦想。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我

自己原汁原味的考研故事，如果我的经历能够给大家在考研

的时候带来一点点的启发，我将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荣幸。 我

的公共课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复习心得，只是感觉像是一种

惯性。因为复习计划执行的比较好。因此，我觉得首先值得

和大家说说的是我的专业课备考经验。公共课有考试大纲，

但是专业课没有，甚至连参考书目、考试题目都没有。怎么

办？我通过四种方式层层逼近，自己构建了专业课的考试大

纲。 第一、研究生培养方案。研究生的培养和本科生是不一

样的。根本的不同在于研究生重视科学研究。记住是研究。

然后再看我考的专业全国范围内其它高校所列出来的培养方

案，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强调理论与实践都可以进

行相关的研究。最后，通过查阅其它高校本科生的培养方案

，搞清楚相同专业本科生，优秀本科生毕业时达到的水平。

这样就会大体搞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离研究生还有

多少的差距。 第二、专业课书目。书目有指定的参考书目。

还有参考的书目，还有未指定的参考书目。如何确定？我当

时是查阅了全国其它所有开设我报考专业的的书目。这样一

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领域哪些教材是基础性，哪些

是具有普及性的。即使是那些不开设书目的专业，也可以通

过这种方式来获取专业课参考书目的信息。至于不同高校所

开设的书目的不同点，真是由于专业课是自主命题，自主命



题肯定就会体现本专业老师的偏好。 不管是指定的参考书目

还是参考的参考书目，这些教材都只是本科生通用的教材，

从知识传递的角度来说，教材不属于学术专著，充其量只是

具有科普性质。如果要想在专业课上获得高分，仅仅靠开设

的几门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关注这个学科的期刊，特别

是核心期刊。 第三、专业课试题。有些院校提供试题，这样

直接购买就非常方便。但是有些院不提供试题，这时候就需

要调动资源。要相信，没有铁板一块的东西，你通过跨专业

考研的师兄师姐，肯定能获得专业课的试题。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收集了同一学科其它高校该专业的试题。通过

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有些知识点，所有院校反反复复考，

有些院校去年考今又考了。这就说明，这些知识点是该专业

的基础知识。是你想进一步深造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功。对于

的题目，就是该院校导师自己的学术专攻领域了。他们的偏

好也是他们的特色。 第四、硕士点导师信息。包括三个方面

：1、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这和你所要考的专业课科目相对

比，就可以大体推断出该专业试题的出题人是谁，至少可以

圈定是那几个人了。2、硕士点导师的科研成果，包括专著、

学术论文、学术活动、科研课题。越是最近的信息，越能反

映出导师的学术偏好，或者是他们最近的关注点在哪里。3、

教学信息。至少要看近一年的教学信息。几乎所有的导师都

会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通过他们承担的教学任务，特别是

所教的科目，就可以直接看出考研专业课中哪门课，或者这

门课中哪个部分是他来出题的。 确立了专业课的考试大纲之

后，目的是为了更加科学高效的指导复习。这里有以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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