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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5_B0_E5_BC_80_EF_c73_201490.htm “我英语只考了53分

，低于所报考院校的自主划定的复试分数线，但由于我所就

读的院校属于西部B类地区，她所要求的英语分数只有52分，

所以我勉强有了调剂的资格。”本科就读西北工业大学的小

张同学谈起自己的调剂很庆幸，他说，幸亏他没有放弃，不

然也不会被调剂上海大学读研。“重要的是，读研期间我有

机会去香港城市大学读博，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初试成绩

和复试分数线公布之后，调剂，成了进入研究生行列的最后

一道“救生符”。但调剂似乎高深莫测，令很多人捉摸不透

。如果你就要放弃，我们想说：别走开，现在是调剂时间，

请跟随我们调准正确时分。 是的，别走开，别放弃。只要拿

准了调剂的“七寸”，新的研院的大门就可能为你敞开。 调

剂印象 调剂还是不调剂，这是一个问题。哪种方法最快捷，

该选择哪个学校，哪里有空缺信息，如同驾船航行的楚门不

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彼岸，“撞大运”，不确定性，大海捞

针，成为大多数考研人对调剂的印象。于是，听天由命的买

彩票式的调剂让很多人的耐心和希望降到了最低点。然而调

剂又总是在很多意志坚定的同学身上体现出不一样的印象，

比如磨练，比如坚持。调剂成功不一定非要经历一番寒彻骨

，关键的，是你对自己的人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划。 刚刚

参加过初试的阿美在浙江大学读的本科，她觉得，对于那些

很想上研又不怎么在乎学校和地区的人来说，调剂是很好的

选择。 阿美是调剂进入南京理工大学的。她认为调剂后的结



果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但毕竟可以取得一个硕士学位，因此

从本质上讲，与理想中的状态是等同的，只是过程不同而已

。“无论怎样，都是收获，上研之后才是整个人生规划的重

点，又何必在调剂这件事情上计较太多呢？顺其自然比较好

。”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2007年1月，田同学参

加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这是她第三次考研，去年她

因为2分之差与北大擦肩而过。“我不想调剂，北京有些学校

第一年我就可以去，但我不想。北大是我的梦，如果实现不

了，那就直接找工作。”但是谈起三年不第所耗费的时间和

金钱，田同学皱起了眉头。 调剂给人的印象一直像是蒙着面

纱的女郎，很多不知身份的人费尽揣测，却不知道女郎想什

么。如阿美同学所言，“上研之后才是整个人生规划的重点

”，人生诸多选择，并且充满了偶然，调剂，或许是一个柳

暗花明的开始。 调剂BLOG路径 条条大路通罗马，调剂的路

径也有很多，很多BLOG也对自己的调剂路径进行了描述。然

而“曲径通幽”，无论什么路径，最后都会迈向同一个目标

．调剂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网络调剂平台为更多的调剂考生

提供了新选择。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研究生招生处处长张凤有

表示，为了方便广大考生调剂，今年教育部在中国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上专门开辟了调剂平台。 以前考生调剂都需要经过

同学推荐、老师推荐、朋友推荐，信息渠道比较窄。为此，

教育部搭建这个平台以方便考生的调剂。而像新浪、搜狐、

跨考网等考研人的集聚地，也会发布大量的实时调剂信息。

比如新浪考试频道，2月底就已经有学校发布调剂信息。而像

这样的帖子，在3月和4月成绩出来后会大量涌现。 但是考生

也不能只走网络调剂平台这一条路径。“网上的调剂系统相



比于各个学校的网站消息可能会有所滞后，很多时候当消息

出现在网上调剂系统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调剂已经结束了。

”北京印刷学院的周同学这么认为。 周同学进而对网络调剂

提出了质疑，“我当时给很多调剂系统上显示仍然有空缺的

学校挂电话，他们的回复都是人已经满了。网上的调剂系统

往往只是让这个学校的调剂过程更加符合国家的规定。针对

这种情况，要在调剂开始的时候就关注各个学校的研究生招

生信息，一般上面公布的消息时效性会更强一些。” 对于调

剂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时效性。近几年很多学校已经不

再接受调剂考生，针对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提早下手

，多方面准备，才更有机会。所以除了关注网上调剂系统，

还要关注拟调剂院校研究生网站的讯息，多给院校研招办打

电话，多向师兄师姐打听有关院校的调剂信息，有条件的多

往院校研招办跑一下。 北京邮电大学在读研二的陈同学认为

应该多往研院跑，“要考北京的外地生最好是长住北京，因

为院校和导师随时可能给你打电话，这时去研院拜访导师再

好不过，而如果这时你在外地，可能机会就会错过了。” 调

剂BLOG学院 在调剂中很关键的一环是确保自己的调剂申请

被学校收到，这使得学校在调剂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在这个过程中，导师的一些话，会更具指导性。 “调剂

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与学校研招办的老师联系，确定各

专业是否接受调剂和存在调剂名额，再把调剂申请直接交到

研招办负责调剂工作的老师手中。”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张教

授这样说道。张教授还告诉考生要积极联系接受拟调剂专业

的导师，并有重点地介绍自己的情况让老师对你有所了解。 

有很多考生偏向报考民族类院校，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硕士



生导师李教授指出，民族类院校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录取调

剂类考生时往往比较灵活，各个专业也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对

于录取调剂类考生在具体要求上有些差异。 “考生要广泛的

收集信息，并积极向报考院系递交调剂申请，经常打电话询

问录取情况，随时跟进。民大的信息有时可能会发生变动，

一定要多渠道了解，及时把握。”李教授特别提醒考生，“

最好让导师对你多少有些印象，态度要诚恳，如果只是坐在

那里等待调剂，即使是民族大学本校的学生，也很难有录取

的可能。” 选择调剂到云南大学的小曹在接受学校调剂时，

遇到了要向学校保证可以自筹学习经费的问题。“云南大学

调剂类考生是没有公费名额的，学校之所以关心学生的经济

状况，是因为导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学期间过多的分心，

学生应该安心搞研究。”云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王教授指出，

过多隐瞒自己的经济状况，即使被录取了，在上研的过程中

还是会遇到问题。读研期间面对的是学术问题，必须要专注

，需要把握许多细节上的东西，这是一种学术精神，是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自己研究的课题负责。 “有的外校高分考生

在调剂时输给了本校分数比较低的同学，是因为本校的同学

本科时学的课程很全，作实验等动手能力比较强，老师都是

喜欢一上手就能做事的同学。”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学院

的陈教授这样说道，“比如有个同学在调剂前的面谈时，老

师问他七层协议是什么？他答不上来，而本校的相关专业学

生基本上都会答。调剂时要重点选择自己有把握的一些学科

专业，特别是实践能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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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