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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5_A4_8D_E8_c73_184979.htm 今年考研的学生与往

年大不一样，许多人都主动与导师“联系”，不管是考研前

还是考研后，尤其在初试后，非常集中、普遍地与老师联系

这与往年相比显得特别突出。很大一部分学生在考研分数出

来后，对自己能不能达到复试分数线心里没底，与老师联系

就是想给老师留个印象，争取到复试机会。 还有的学生分数

很高，进一步向老师推介自己，也是想让老师记住。发E-mail

是这些学生用得最多的联系方式。 观点一：学生主动竞争值

得肯定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彭华民教授对这种现象的出现

持肯定态度，她认为这是在不断增加的升学就业压力下，学

生尤其是本科生主动竞争的表现，重要的是学生竞争观念的

改变。她说，其实，导师是非常欢迎学生的主动联络的。而

以前，我们高校中师生互动少一些，还有一些学生在面对老

师时有些羞怯。 “对这样的学生我非常欢迎，我不仅回邮件

，还动员我的研究生与这些本科生联系，让他们以亲身经历

告诉学弟学妹们从事研究需要有哪方面的知识储备，考研时

要注意的事项等等。这种互动对双方都有好处。”彭教授说

。 观点二：学生找导师很正常是双向选择 学生找导师这应该

很正常，其实也是给导师一个了解学生、选择学生的平台。

说白了这也是一个非官方的双向选择。打电话给导师，预约

跟导师见面，目的就是为了让导师认识你这个人，作为考生

，应该首先要报上姓名、专业、初试分数，以请教的方式咨

询一下如何准备复试，语气要谦虚，谨慎。但也要把握一个



度，跟导师不谈敏感问题，不问傻问题。其实，考生别指望

从导师嘴中套出复试的题，让他增加一点对你的印象就足够

了。当然，考生也可以把与导师的通话或见面预约当成是一

个锻炼的机会，不至于在面试时太紧张。 观点三：动“歪脑

筋”搞“人情秘籍”不可取 不过，另外一些考研“过来人”

却表示，这些“秘籍”在复试场上并不适用。“复试的关键

还是能力，不用动那么多‘歪脑筋’。”复旦硕士研究生小

李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听说过这类“秘籍”，“况且面试

的导师不止一人，难道要把所有人都‘打点’好吗？”华东

师大数学系硕士生导师、刘治国教授则提醒考生，准备复试

不应该投机取巧。“我们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知识以及研究

能力，如果说要准备的话，考生可以多看看课本以外的资料

，以拓宽知识面。”对于“送礼”、“不懂装懂”之类的“

潜规则”，刘治国明确表示，多数导师对此会十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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