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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学校的角度选择专业？通常来说，考生在考研报名

时，首先会选择好学校，其次会选择差点学校的好专业。但

是，据了解，有关高校研究生导师介绍，考生要把专业选择

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在此建议考生，在确定报考院校时，

先选定专业，从专业的角度选择学校。因为研究生教育同本

科教育不同，主要侧重于学生的学术科研能力，是向高度专

业化的过渡。考生报考时选择的专业可能会在今后的学术研

究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伴随自己终身。 一、专业的选择 ● 以

兴趣定专业 那么考生应该如何选定专业呢？考生在选择专业

时，首先要考虑兴趣，看自己对什么专业最感兴趣，对什么

专业了解最多，对哪方面的研究领域最擅长，以后想从事哪

方面工作。兴趣是内在驱动力，是内因，最能调动起考生的

主观能动性。即使最后失败了，也算是为自己的追求努力过

，从过程中也会得到宝贵的经验。 对所报考专业是否有基础

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有些考生所报考本科所学专业，而有些

实力不俗的考生凭着自己对某些学科的兴趣选择跨学科报考

，这些都值得提倡。例如：有些考生本科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但对国际贸易专业感兴趣，经过长期的国际贸易专业学习

，最终成功跨专业考研。 ● 选专业看需求 社会需求也是考生

在选择专业时要考虑的因素。陆教授说，现在有些研究生专

业虽然社会认可度高，但随着该专业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

社会需求就会呈现递减趋势，考生毕业后的就业可能会比较



困难。所以，考生在选择社会评价较高的专业时，也要考虑

社会需求，了解所选专业的社会评价与社会需求是否平衡。 

从近几年的报名情况来看，考生多集中于工商管理、计算机

应用、法律、企业管理、金融、通信等专业。这些专业的毕

业生虽然待遇高、需求大，但社会需求量较前几年明显“缩

水”。一些以往不太引人注目的专业，如信用管理专业、资

产评估专业等，却悄悄地“火”了起来，社会需求量也在逐

步增加。 ● 备考难易程度 不同报考模式复习备考的工作量和

难易程度是不同的： 一、本专业本校报考。 这是考研志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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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跨校报考。 本专业跨校报

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虽然专业不错，但原单位一般，考生

想考到一个更好的招生单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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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跨校报考备考的难度要大一些，因为虽然专业相同，

但不同招生单位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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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跨专业本校报考。 学校牌子不错，但想换个更好

或更喜欢的专业的考生可以选择跨专业本校报考。由于隔行

如隔山，跨专业报考有较大的难度，且这种难度和专业之间

关联度成反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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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专业跨校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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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跨校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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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考生到底如何确定报考专业和

招生单位呢？我们认为，贯穿整个决策过程始终的，是两个

关键的要素：考生自身的意愿和条件；完全而充分的信息。

这实际上也就是报考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 自身意愿和条件

1.考生的专业意愿。 一般来说，确定是否换专业主要看考生

自己的意愿。许多考生高考时的专业选择并非自己做主，而

是家长和老师的一厢情愿；或者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发现

自己并不适合学这个专业，这样考研就成了一个改换门庭、

实现自己兴趣和抱负的绝好机会。还有许多考生选择专业时

主要考虑将来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这些考生在判断专业前

途时，就要目光长远一些，根据社会发展趋势来理性地判断

未来一段时间专业的前途，不要盲目跟风。 2.考生的考研目

的。 考生考研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对选择专业和报考单位影

响很大。就应届考生而言，一些考生就读于名校热门专业，

皇帝女儿不愁嫁，考研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更好的机会，成则

更好，不成亦可；而许多本科专业和学校不理想的考生，则

将考研作为人生转折的惟一机会，志在必得。在职考生也存

在同样的问题，一部分考生工作很好，考研不过是锦上添花

，而另一部分考生则是要通过考研跳出原来的小天地，创造

新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应届考生还是在职考生

，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以考一个好专业好学校为主要目

的，二是只要能考上就行。前者选择专业和报考单位时当然

主要看自己的喜好和未来的发展需要，而后者则要更加注意

权衡选择，尽量增加成功的概率。 3.考生的竞争实力。 竞争

实力很强的考生，自然可以往高处考，往好处报；而竞争实

力一般的考生则应注意避开白热化的竞争点，报考稳妥一些



的志愿。 二、院校的选择 ● 明确招生单位种类数量 目前，

国内具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单位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普

通高校（含军校、党校）和科研单位，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据统计，目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的数量

共819个，其中普通高校530所，科研单位289所（其中中科院

系统53个，非中科院系统236个）。 单独看这些数据是有些枯

燥的，我们不妨把这些研招单位和各自的招生数量对比分析

，就可以给研考报名选择学校提供借鉴了。根据2005年统计

的数据，普通高校招生占招生总人数的96.7%，科研单位中科

院系占招生总人数的1.7%，非中科院系统占招生总人数

的1.6%.由此可见，报考普通高校是当前考研报名的主流。但

是，并不因此就能说明普通高校比科研单位要好。一般来说

，科研单位学科研究水平总体上比一般高校要好，并且公费

比例较大，同时在考研竞争方面科研单位没有自己的本科生

，不用考虑外校学生相对本校学生的劣势问题。对于部分同

学来说，科研单位可以作为研考学校的不错选择。 ● 分析招

生单位实力 每年，教育部和有关机构都会公布大学以及各专

业的排名。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排名表直观地看到研招单位的

实力。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上目标单位的网站和通过其他

渠道来了解学校声誉、历史、学科架构、硕博士导师数量和

质量、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数目以及开设的年份、学校所在地

理区域以及就业情况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我们选择学校时作

为评判研招单位实力的依据。总体上来说，我们要考查两方

面信息，一是学校的学术实力；二是学校的就业情况。我们

要在研考报名时就对之进行客观分析。 ● 了解招生单位历年

招生情况 研究生招生人数一般由计划内和计划外构成，而计



划内学生又分为免试保送生和统考生。免试学生的名额都算

在招生简章上的招生人数内，比如清华大学通讯专业招生简

章标明招生10人，而内部保送的就占8名，那么实际招生人数

只有2名，统考生竞争的实际名额也只有2个，而非10个。另

一种情况，一些学校的有些专业可能往年招生，今年不招，

也可能有些学校以前没有这个专业，而近年新增。因此，学

生们要多搜集预报考专业相关学校的内部信息，探清招生人

数中的实际外部招生名额，勿将一腔热血化为乌有。 三、辅

导班的选择 随着近几年的考研热不断升温，考研辅导班也如

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各大高校内，考研辅导班的广告

大肆袭卷校园，随处可见。但是同学们应该如何选择辅导班

？ ● 看品牌实力 很多专业课辅导班存在“一张桌子两个人，

满校园贴海报去骗人”的现象，每年都有专业课辅导机构卷

款潜逃的情况。因此，考生在报班时首先要确认专业课辅导

班的品牌、实力和信誉后再做决定。 ● 看师资情况 看专业课

辅导班的水平首先要看辅导老师。高校授课老师有丰富的授

课经验，对命题阅卷有充分的认识，能高屋建瓴、有针对性

地把多年来对本学科的认识用简短的几天课程给大家阐释清

楚，指导考生如何更有效地复习。特别是一些主干课程，必

须由任课老师来讲，仅仅靠研究生是很难讲清讲透的。因此

，专业课辅导班授课老师还得是现任在职老师。 ● 看课程质

量及后续服务 面授辅导班短暂的学时、昂贵的学费、恶劣的

听课环境让许多考生都失望不已。从而，另外一种考研辅导

形式悄然走俏远程教育。 如果让我们拿面授课程和远程课程

做个对比的话，无论是从价格、听课环境、提供资料等方面

，面授班都远远比不上远程班。不过，我们在此说的考研远



程辅导班不是指以“放光盘”的形式出现的辅导班。而是真

正的网络远程教育，例如考研教育网的考研网校。学生可以

在不分时间，坐在家里反复观看全国知名考研辅导名师讲座

的同时，得到专家24小时在线答疑等增值服务。 考生选择一

个适合自己、物超所值的辅导班，对自己的复习是有帮助的

。这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选择一个不好的辅导班，损

失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耽误的是考生自己的时间，影响的

是考生自己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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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