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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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73437.htm 你决定考研了吗？那

么，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报考志愿的确定。 和高考志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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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两下综合，确定第一

志愿，捎带考虑第二志愿。 从专业和招生单位的不同，排列

组合形成4种报考的基本模式：本校本专业报考；本校跨专业

报考；跨校本专业报考；跨校跨专业报考。不同报考模式复

习备考的工作量和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以下逐条介绍： （一

）本校本专业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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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跨专业报考。 学校牌子还可以，但想换个更好或更喜

欢的专业的考生可以选择本校跨专业报考。俗话讲，隔行如

隔山，跨专业报考的确有较大的难度，且这种难度和专业之

间关联度成反比：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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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跨校本专业报考。 跨校本

专业报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专业不错，但考生想考到一个

知名度更高、师资更强的招生单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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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跨校本专业报考的备考难度比较大，是因为虽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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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校跨专业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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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跨专

业报考。这种模式备考的工作量和难度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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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穿整个决策过程始终的，有两个关键

的因素：（主观条件）考生自身的意愿和条件；（客观条件

）完备充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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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