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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3/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7_9A_84_E5_c73_173293.htm 确定报考志愿的第二

个关键因素是获取全面并且真实的信息，以便帮助自己作出

正确的抉择。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那些竞争实力一般又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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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基本确定了报考专业后，应该进

一步筛选出设置这些专业的学校，并根据附加的一些主客观

条件，圈定目标单位，从而进一步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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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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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数据应该尽量往前多收集几年，这

样可以看出一个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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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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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报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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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样才能作出理性的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专业和报考单

位。在这一点上目前考研类专业站点比较多，信息资源比较

丰富，学生获取资料一般不需要支付费用 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作为考研第一步的志愿选择工作应该及早着手，以便迅

速进入复习状态。当然，志愿没有确定，也并不意味着就不

能开始复习。数学、英语等公共课程都是复习量大、耗时长

的学科，一旦已经确定要考研了，就应该开始准备复习了。

To be continued⋯⋯ 先期准备：获取考试信息 在确定了要考

研、要报考的大致学校和专业范围以后，考生朋友们就要和

学校联系了，以便获得最新的招生信息，并最后定下报考的

学校和专业。获取有关专业方面信息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

招生简章。一般在7-8月份出（2004年部分招生简章已经发布

，考研专区的招生信息栏目及时提供准确资讯），由各个学

校的研究生招生主管部门（研究生院和研究生处）公布。招

生简章上会列出：招生单位名称、代码、通讯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电话；招生的专业人数（有的以系、所、院、中心

等整个具体招生单位为单位，有的具体到每一个专业）；导

师（大部分不刊登，多属于集体培养）；还可能会列出委培

、自费等人数；但保送、保留学籍的名额一般不列出来（这



对于考生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信息）；考试科目；使用的参考

书（很多学校不列出参考书目）。 因此可以看出，大部分招

生单位的招生简章上的信息对于考生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可

以说都是最基本的信息，有一些关键的信息，并没有列出。

2.系办印发的说明和专业课试题。为了弥补招生简章的不足

，应付考生不停地打电话询问一些有关信息，有的招生单位

（一般都是具体的招生单位如系、院、所和中心等）特别公

布一些说明，比如：历年报名人数、录取人数、录取比例、

录取分数、参考书目等等，但保送人数、保留学籍人数仍无

法公布，因为他们一般要到11月份研究生报名之前左右才能

确定这一数据。 如果系里能公布最近几年的专业课试卷（部

分院校内部发行装订成册的专业课试题集），那对于考生真

是莫大的福音了，要是没有看到以前的这些试题，复习准备

无异是盲人摸象。但遗憾的是，公布试题的单位相比较还是

很少的，目前一部分的专业课试题可以在各院系研究生处买

到。此外，一些考研的网站收集了不少专业课试题，也为考

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东方教育下设的考研题库也正在进行

紧张的筹备工作，请同学们密切关注。 3.导师。能和导师联

系上，得到他们的指点，无疑会如虎添翼。但这并不容易，

有时候也不必要。因为导师一般都很忙，即使联系上也要注

意打交道的方式。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很多研究生反映，越

是好的学校，和导师联系的必要性也越小。知名的学校一般

信息透明度较高，黑箱操作相对就少，出题也比较规范，很

少有偏题、怪题。 4.在读研究生。和导师相比，在读研究生

要好找一些，能提供的信息也要更实用，说的话更实在一些

。因此，我建议，如果想考研，尽量找所报院系在读的研究



生咨询。 5.各种平面媒体刊登的考研信息。 6.网站。考研专

业网站提供丰富及时的信息考研网http://www.kaoyan.com等）

。 当你已经获得了较为充分的专业课信息，找到了比较完备

的复习资料后，便该着手开始踏实地看书复习了。在这一阶

段当中，又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何时开始复习、

公共课如何复习、专业课如何复习、是否要上辅导班等等问

题，接下来我们要分成若干章节分别予以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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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