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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3/2021_2022__E6_B1_82_E

8_A7_81_E5_AF_BC_E5_c73_173207.htm 民间流传考研潜规则

：外校生拼不过本校生，与导师素昧平生的拼不过一面之交

的，一面之交拼不过找对导师送对礼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 一袋水果底下压着3000元钱！这种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情

节就在考研复试前发生了，去拜访导师的考生希望为自己的

复试做更“充分”的准备。 从3月底到4月初，省内各高校将

全面进入考研复试阶段。目前，正在各大考研网站上转帖的

“复试成功的四大细节”之一居然是“找对导师，送对礼物

。”找对导师无可非议，送对礼物却让人心生疑窦：考研还

要送“人情”吗？ 抢一个面试机会来源：www.examda.com 笔

试成绩出来之后，投考经济学专业的陈晓明就不断地向师兄

弟及同学等咨询是否要提前和老师联系，“能找的话就找，

混个脸熟总没错。”很多人给他这样的意见，尤其是他父母

。 “复试(面试)成绩现在占总成绩的30%-50%，听说每年都

有笔试前两名、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老师都说要挑有灵性

、有潜力的学生。”可面试时间这么短，陈晓明担心自己一

个问题回答不好就被看扁了。“如果提前找到老师聊聊，展

示一下自己，相当于抢了一个面试机会。” 不少学生和陈晓

明抱同样的想法，尤其是外省的考生。湖南的小何就千里迢

迢打“飞的”来浙江找导师了。“不是说老师会任人唯亲，

但面对一个比较熟悉的学生和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谁都

会选择一个熟悉一点的吧。” 然而也有找老师适得其反的。

读工程力学专业的小张就告诫他的师弟们说，“有些老师课



题多，又有行政职务在身，学生上门拜访反而让他们嫌烦。

”这正是一些考生犹豫要不要上门的原因。 要不要给老师送

礼来源：www.examda.com 对陈晓明而言，除了要不要找老师

，还有要不要带礼物去的问题。“空手去总不成样子，家里

给我准备了一些土特产，还有刚上市的新茶。” 有学生将这

个问题发到了网上论坛，征询大家的意见。“我知道有个师

兄曾经给老师送了一袋水果，还在其中偷偷夹了3000元钱，

结果老师让他第二天自己拿回去，弄得很尴尬。”网上有人

这样回帖。> 已经攻读文学硕士一年的徐欢怡说，她最近经

常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各位导师的喜好，就想办法

找到研究生寝室，找到正在读研究生的同学咨询，比如某某

导师会不会抽烟、喝酒，某某导师是否会接受礼物。”有一

个学生甚至给徐欢怡也送了一对玉镯工艺品要她帮忙沟通。

而她的寝室同学去年考研时就冲到杭州大厦给导师买了一个

名牌包，价值2000多元。 “如果一定要送东西，礼物也不能

太贵重。”这是小张给师弟们的建议。 “导师与学生双向选

择通常在入学一年以后。可如果复试前找了老师，以后自然

不好意思再挑别的老师。”于是小张的师兄妹们经常要跑两

三个导师，比较一下各位老师的学识、研究方向，如果被一

个老师拒绝了，就得赶紧再跑第二家。 导师亦为人情所累来

源：www.examda.com “学生找导师是正常的，他们在选择专

业和方向时当然应该先与老师沟通。”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

说，“这也便于老师了解学生。” 今年全国17所高校将开始

推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教授带学生有人数限制，并要自

己出培养经费，“老师对学生的挑选会更严格，沟通就更重

要了。”不过他认为选择在复试之前这样敏感的时间，不如



选择在考研前更合适。 据了解，在欧美国家教授与学生在考

前的沟通很正常。然而中国的人情社会有点将简单的问题复

杂化了。浙大教育学院博导周谷平就觉得与学生见面是件难

事，“学生带着小礼物上门，你如果不收，学生会觉得你没

有人情味；你如果收下，似乎就是答应会在选择时有所倾斜

。这实在是很为难的事情。”相比之下，她更希望学生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与她联系，“这样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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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