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文专家吴文本：运筹帷幄备战07考研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1/2021_2022__E6_B5_B7_

E6_96_87_E4_B8_93_E5_c73_221044.htm 各位新浪朋友们，大

家晚上好！我是北京海文教育集团传媒中心的田振宇。很高

兴又和大家相聚在“雄心启动未来 2007考研权威复习策划”

第二十八期节目中。考研是什么？复习时有哪些方面需要注

意，怎么才能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考研计划⋯⋯。我想很多

考生在考研过程中都会碰到很多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就请

来了海文高级辅导专家吴文本老师为大家解决这些疑问。欢

迎大家踊跃提问！网友小夭问：请问吴老师，怎么安排各科

的复习时间？吴老师：从投入时间的多少来说，英语最多，

接着数学，专业课次之，政治最少。当然这也因人而异，比

如跨专业考生，专业课的投入时间就要多一些。如果数学基

础很差，就要花较多的时间在数学复习上。从各复习阶段各

科的投入时间来说，前期（也就是暑假之前）可以将主要的

精力放在英语和数学的提高上，尤其是英语差的同学，一定

要早下功夫，抓紧英语的学习；暑假有很多同学报了辅导班

，这时候以辅导班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为主。如果没有报辅

导班，我的建议还是以英语、数学为主，同时开始并逐渐增

加专业课的复习时间。政治等上了辅导班之后再开始复习，

如果报的是暑期辅导班就从暑期开始，如果报的是国庆节期

间的辅导班就从国庆节开始。复习的中后期，是各门课程并

重的阶段，是促弱保强阶段。每门课程都要复习，各科投入

时间的多少根据各科的复习情况决定。一定要保证各科都过

线，同时总分最高。网友丹顶鹤问：老师：我工作了几年，



去年考研总分够，但英语和政治都不够。我现在对考研有点

恐惧，想参加单独考试，单独考试是不是会简单一些？另外

，像我这种考生，考研应该注意些什么？吴老师：单独考试

会简单一些，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以前碰到过一个考生，

她也是工作了很多年才考研的。她跟你一样，第一次参加统

考没上线，然后又参加单独考试，结果考的比第一次还差，

所以单独考试也不是轻而易举。一般来说工作后又考研的人

家庭、工作拖累比较大，不能保证复习时间，另外，远离课

本好多年，以前学过的知识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重新捡起来

也很困难。所以与在校生比较，考研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我

对像你这种工作了几年后又准备考研的朋友的建议是：首先

一定要意识到考研的严峻性。其次是要保证足够的复习时间

。你们投入的复习时间应该比本科生更多，本科生从暑假甚

至更早就开始准备考研了，想一想你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复

习。即使是单独考试也要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复习时间。最

后是每门课都要学好，不能厚此薄彼。网友小丫问：吴老师

：复习参考书一定要用学校指定的参考书吗？我们学校上课

用的教材跟去年指定的考研参考书不一样，我的一个师姐告

诉我，不需要购买指定参考书，用上课用的教材就可以了。

吴老师：我觉得用学校指定的考研参考书比较好，即使出题

老师是任课老师也不行。专业课试卷的出题也有一定的依据

，并不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出就怎么出的，这个依据就是指

定的参考书和专业课考试大纲。有很多同学根本就不知道还

有专业课考试大纲的存在，自然也没有看过考试大纲了。我

建议你们去报考学校的研究生网站，找到去年的招生简章，

专业目录以及参考文献看一看，也看一看去年的专业课大纲



在不在，在的话下载下来。网友WBC问：吴老师，我想跨专

业考研，我以前学的是植物学，现在想学食品，你觉得可以

吗？吴老师：当然是可以的，植物学跟食品是有一些联系的

，跨考还算比较容易。不过这两年食品专业比较热，竞争对

手应该比较多，这一点要注意一下。我在这里有几句话要对

跨专业考研的朋友说，跨专业考研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

你对现状不满意，说明你有更高的追求。但是跨专业考研难

度比较大，失败的几率也很大，所以跨考前要问问自己，对

准备跨考的专业了解吗？招录比是多少？去年的最低分数线

有多少？独自复习专业课难度是多大？自己的水平又如何？

⋯⋯网友nacy问：考研应该从什么时候复习？是越早越好吗

？吴老师：现在的考研竞争比较大，需要早点准备，当然也

不要太早，战线太长，考生太疲倦，后期的复习效果不好。

从大三第二学期开始就可以准备考研了，如果基础比较好，

可以从大四开学前的那个暑假开始复习。大三的第二学期不

需要把整个精力放在考研上，在上大学课程的空余时间，有

意识地复习一下考研英语即可。如果数学基础很差，自学能

力也不强，也可以报个春季辅导班，开始数学复习。网友宁

静的夏天问：老师：现在的研究生报名只填写研究方向，这

样是不是就不需要跟导师联系了？吴老师：还是要跟导师联

系的，因为复试的时候还是需要选导师，并不是说等上了研

之后再选导师。能否上研决定于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初试成

绩，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第二个是导师的选择，这个也非

常重要。第三个是复试表现。以前复试往往只是一个形式，

现在是越来越正规。比如有些学校对口语有严格要求，参加

口语考试，低于一定分值就会被淘汰。所以，考生在选择报



考方向的同时要对导师有一个小小的调查，并跟导师联系，

给导师一个好印象，同时也了解一下导师对考生的要求。网

友××问：请问吴老师：我现在在一个二流大学读书，想考

到别的地方读书，换个环境，考别的学校容易吗？吴老师：

是否容易由你的能力说话。你先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尤其

是英语成绩，然后决定要不要跨地区考研。一般跨地区考研

难度要难一些。首先信息的获取不全面，不及时。其次，专

业课辅导班内部资料，历年试卷，上课老师的笔记也不好获

得。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就读的学校不算糟糕，考更好的学

校被刷下去的可能性太大，不妨报考本科时就读的学校。如

果不想继续呆在熟悉的环境，或者想考入更好的学校，应该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考虑学校的知名度、人文环境、

师资和科研设备等，用这些标准衡量报考学校的实力。其次

了解报考的难易程度。这点很重要，凭自己的实力根本就考

不上的学校即使再耀眼也是不能报考的。网友匿名问：考外

校的话，如何获得更多的报考学校的信息？吴老师：首先，

可以通过研究生网站获得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专业目录

、参考书目、招录比、最新政策等。其次通过朋友或者朋友

的朋友等获取相关资料。如果有认识的朋友在报考学校，可

以让他们帮忙复印或购买一些资料。包括课堂笔记、历年试

卷，辅导班内部资料等。再次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直接跟学院

研究生办公室或者导师联系，了解相关情况。最后去学校

的BBS。BBS上会卖一些试卷或者笔记之类的，可以直接跟他

们联系。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吴老师！谢谢同学的参

加！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考研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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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