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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上周末走进了考场，奋战了两天。 一周过去了，现在打

算回顾总结一下考博感想，以供自己反思和想走这条路的同

志参考。尽管尚且不知革命是否成功，但经验总结很重要，

呵呵。 一定要提前联系导师，详细阐明自己的读博打算和自

己的基本情况，特别是科研情况（硕士论文也很重要），文

科博导尤其看重这一点。在与导师沟通之后明确得知愿意招

收时再作精心准备。关于导师的联系方式可以和院系所的教

学科研秘书联系，不要问导师的私人电话，问了也没用。能

探到邮箱和办公电话就很幸运了。一般学校都为每个老师配

有邮箱，办公电话一般也能在相关栏目找到。如果导师委婉

地表达自己才疏学浅或别的谦虚话语以及竞争很激烈要有思

想准备时，这是在暗示你他（她）已经有目标了，这时就没

有必要表决心坚决要考了。当然，联系导师前要做好一定的

准备工作，搞清楚该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和主要成果

，代表著作要浏览一下。这只用打开期刊网一查，就很清楚

了． 复习过程中导师近三五年的代表论文一定要找来精读，

专著要仔细看两三遍，当然同时招生的其他博导的代表著述

，主要流派观点也要大致弄清楚．因为博士专业课一般是同

一专业下的几个博导共同命题．只看报考导师的书是肯定要

吃亏的． 考博前后的信息收集工作很重要，特别是目前考博

竞争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自己报考的专业方向报考当年招

不招生，导师是否已有意中人，是否有硕博连读的占名额，



对外实际招生招多少，有多少人报考，实际参加的有多少，

有资格进复试的有几个，自己在整个考试全体中的实际水平

，考试成绩排名等，如果和应届生竞争，自己的英语水平如

何，如果和高校在职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的）竞争，自

己的科研水平如何．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如果可能的

话）．考博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太多，很类似赌博，究竟谁能

最终胜出，一点要到拟录取名单公布，甚至接到录取通知书

时才能最后决定．我有一哥们，去年报考北京一２１１，导

师只招一人，综合排名第二，当时感觉没戏了，谁知第一名

去上北大，第二名顺利顶上．还有一同学，报考的那专业很

冷，参加考试时发现就他一人，尽管水平很一般，但是还是

考上了．其实博导也很着急，自己的专业无人报考或是招不

上学生的话，工作量完成不了，课题申请不了，经济利益也

有很大的影响．当然热门专业就不存在这一问题．热门专业

报考人数很多，个别应用文科二十甚至三十比一都很正常，

因此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很重要． 另外虽然联系导师意义重

大，但不要心存侥幸心理，认为上门拜访请客吃饭（某些官

僚附庸风雅也来考博队伍中凑热闹，以钱和权开价构筑学术

腐败）会有一定意外获得．对此，应该正确对待，绝大部门

博导是有学术的良知和高尚的道德的，是会公平竞争选取良

才的，只要自己技压群雄，把握是比较大的．对于一些热门

专业，人才济济，如果非此不考，则要作好打长期战的准备

，这样一是有时间不断提升自己，二是让老师有一个逐步的

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机会．所以考博咬定一个目标连考两三年

很常见，更有导师明确表示要提前排队，研一研二就与导师

联系沟通，让导师有机会了解自己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导



师一般都有很多学术兼职，工作繁忙，多数博导都有领导职

务，所以不要轻易打扰导师的正常生活，不要随便往导师家

里跑，除非导师邀请或是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和学术给养，

具备和导师探讨学术前沿的资格． 充分认真全面的准备是首

要的，必要的．平时的积累十分重要．文科博士的功底很重

要，最好文史哲打通，以一个方面为主，融会贯通．从初试

的试题到复试的发问，很多东西教科书里绝对没有，没有平

时长期的积累，很难回答得圆满到位．如＂论儒释道三教合

一的文化意义＂＂论诗骚传统对后代的积极影响＂＂论汉文

佛典的学术价值＂＂论国学的现代意义＂等等，尽管考博各

学校命题风格很不一致，但一般不会纠缠于一些很琐碎的东

西，题目本身含量很大，自己平时有多少积累，导师一看答

题内容就知道了． 最后是外语，很重要，尽管也许没有考硕

士时那么厉害，但多数学校还是制定一条单科线．一般而言

文科高一些，５５－６０，也有少数学校高于此，如去年首

师大，好象是６１．据说是因为报考人数态度，英语上了一

分，把一小批人无情地拦在了门外．也有一些学校英语线每

年都一样，如北大，但院系根据实际有资格上调．经长时间

和诸多考博过来人探讨，中国博士招生英语最难的是社科院

，其次是北大，其他学校一般就是六级水平上下．各校题型

题量差别很大，最好能想办法搞到真题，以便心里有底．另

外考博专业课往年真题一般是搞不到的，就不要去想了，专

心准备吧． 今年我很轻敌，英语没怎么准备，随便背了背词

汇就去了，结果．．．尽管分数还没下来，但考得确实自己

都不敢想．考博英语题不是难，是要长期准备，比如认真背

ＧＲＥ，熟背此书应付哪个学校的考博英语都没问题．词汇



量永远很重要． 专业课嘛，刚才已经说了，平时准备十分重

要，临时抱佛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最后说说考博的实际

动机．考博前一定要花时间认真分析自己，通过两三年的硕

士学习，自己是否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愿意一生为之奋斗，自

己是否适合继续做科研（财力精力水平），是否能以清苦的

学问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对于大多数人文学科，博士

做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一般很难有丰

厚的经济效益，特别时文史哲。这些问题一定要想清楚，如

何取舍。博士和硕士不同，要独立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甚

至终身为之奋斗。生活的孤独和清苦一般人不能想象和理解

，沉重的科研任务是博士的一个主要压力。 我热爱我的专业

，而且选择了基础学科以汉语词汇史的断代研究作为今后人

生的学术追求，不管我今年能否一次考上，前方的荆棘是必

然的，但我无怨无悔地选择了，并将坚定地走下去。马上考

博成绩要发布了，祝各位考生成功，"有志者事竟成"(我导师

时时鼓励我的一句十分朴实的话，每每令我感动，发誓咬定

青山一定考上),祝各位选择热爱并选择学术研究的同胞们在自

己今后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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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