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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3_E4_B8_9A_E8_c73_172935.htm 跨专业考研变数大，

无定规，但就大体而言，报考还是有原则和规律可循的。 就

考生而言，自学能力是跨专业的必备素质。其次，就是要有

较强的学习适应能力，能够较快地投入新的专业学习并熟练

掌握其学习方法。再次，就是要具备一定的领悟能力。因为

在短时间内消化所考专业的内容，理解比记忆、应试更重要

。 就报考科目而言，学问就更多了。第一，跨专业占有优势

的学科一般是数学和外语，因为这两个专业的学生首先在全

国统考中就占了“便宜”。而且，理工类各门专业基础课都

与数学相关，学好了数学，转经济、自动化、计算机就具有

“比较优势”，基础也比较扎实。第二，相对而言，考生比

较认同的规则是“理转文易，文转理难”。纯文科如历史、

中文等专业更侧重于感性认识，所有专业都可尝试报考。但

是文转理就不同了，高等数学就是第一个大门槛。所以，文

科转理工科要慎行。 另外，转专业的方向最好遵守“就近原

则”，即寻找相近专业或相关学科来跨考。最安全的方法还

是找同一门类下或同一基础理论下的不同分支，如化学转药

学，数学转理论经济学，电器转电子，自动控制转电信，机

械转力学，土木建筑转水利工程等。总而言之，最好能够在

跨考前找到专业间的“交集”。如果不是自身实力雄厚，切

忌跨度太大。 另外，跨专业考研也要“投石问路”，就是说

在备考时找准相关院系和导师。有的学校和院系欢迎鼓励外

专业报考。另外，在查看招生简章时，也要细读专业设置和



研究方向。比如新闻学专业，有的导师研究中西比较，就特

别欢迎外语系学生报考，因为这样在科研中就能够翻译一手

的外文资料；有的导师研究方向是中国新闻史，就更愿意要

历史、古典文学专业的考生。有的生物学导师做的项目涉及

生物芯片制作，所以对于应用型的计算机专业考生也不排斥

。 考生切莫抱有“浑水摸鱼”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据某高

校研究生院负责人介绍，有些考生报考文物古籍这一冷门专

业，并通过了笔试，但一到复试时，导师问他看了几本古典

文献，考生立即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如果确定了报考志愿

，复习时除了要吃透书本外，还要从以前的学科中转换过来

，重新培养并习惯于本专业的思维方式。同时学会利用学术

话语，熟练把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不能只浮于皮毛，不解

精髓。复习也要得“要领”。如果条件允许，可到报考学校

旁听相关的专业课程或借阅课堂笔记；查看学术期刊，了解

该领域的热点、焦点、新课题等。例如，很多人认为新闻是

“万金油”专业，只要把教材背下来就能考上。其实不然，

新闻专业研究生考试非常灵活，考题会就现实问题对考生的

新闻敏感、采写能力进行具体考查，而这些能力不是光靠死

记硬背得来的。有位新闻系研究生介绍说，在考研前，她每

天坚持练笔，就一个新闻事件写评论、写消息，并比较不同

媒体的报道以汲取经验。 同时，制订详细的复习计划也很重

要。由于考生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制订计划时就

需要从长计议，要先入门，再循序渐进。复习时不能忽略了

自己的优势专业，很多同学由于只注重专业课复习，结果恰

恰是让自己擅长的英语拖了“后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