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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辅导班，似乎已成为了所有考研学生的三大考研环节，其

间不乏有时间上的重叠，而前两者更是牵扯了大部分考生的

时间及精力。因此，相对于考生自己打造的“旧流水线”，

考研辅导机构基于考生的需求，开始悄悄打造起了新的流水

程序:从考生确定考研开始，至考研复试结束，全程制定个性

化的考研辅导计划，目的在于让考生更专注地准备复习，从

而尽可能地实现考研目标。 这个消息对于2000年参加考研的

“考研前辈”李春雨来讲，确实是个新鲜事儿。 李春雨回忆

，自己备考研究生时，考研辅导市场也是刚刚起步。“那时

上考研辅导班，相对知识点的讲解，感觉辅导班更是给考生

信心，收获推动力的渠道。”真正的考研复习，还是要考生

自己努力才行。如今，考研辅导机构日益发展，其打造出的

“流水线”看起来可以进行研究生的“批量生产”，这还是

要“得益于”考研这种应试模式的形成。“从某种角度上讲

，这也是考研开始僵化的反映。”李春雨说，目前参加考研

的学生除了真正以研究为目的外，有不少学生本科“出身于

”二流、三流高校，毕业后竞争力较弱，找好的工作较难，

又不甘心到一些城市中去做那些每月仅千元收入的工作。他

们希望通过考研给自己一个重新塑造的机会。但是，有的学

生为了考研而考研，真正考上研究生发现，自己对未来仍不

明确。“尤其进入了一些不是很优秀的研招单位后，如果‘

老板’又不是很牛，研究生几乎无事可做。” “新流水线”



含增值服务 学生收获考研流水线信息的渠道，除了网络、同

学间外，还有通过各考研辅导机构的免费宣讲可以获悉。如:

大三下半学期开学到“五一”假期前，“五一”七天，5月7

日到6月22日四六级考试前，6月22日到7月7日学校的期末考

试阶段，大三暑期，大四开学至“十一”长假，“十一”假

期期间⋯⋯一直到考前的黄金冲刺期等，“专业”的考研学

生会按照时间的不同安排、调整自己的学习计划。但是，由

于各种各样的考研附加因素，以及校内课业压力，学生感到

疲惫、茫然。 京城某考研机构负责人表示，除了学习计划外

，参考资料的选择、就业院校导师的选择等都会牵扯考生精

力。另外，由于考生能力有限，所获得的信息量也各有不同

。“新流水线”的增值服务就此产生。 据了解，“增值”内

容除了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指导外，还会根据学生的背景和

特点，推荐合适的院校、专业以及导师，以节省学生很多查

资料的时间。另外，针对有的学校在复试学生时对学生本科

期间科研经历、论文发表的考察，考研辅导机构还会为学生

提供“资历优化系统”，在一些复习的空闲时间教授考生论

文准备等事宜，并指点选题确定及论文修改、发表，目的在

于尽量把学生的考研道路铺顺，凸现竞争力。 “新流水线”

为应试更好服务 从福州考到北京学习对外汉语专业的小郭参

加了这种“新流水线”的辅导模式，并成功考上了目标院校

。对于考研过程中论文的指导效果颇有感触。“我在参加复

试时，老师就问到了是否参与过科研课题，是否发表过论文

。”由于有了之前的辅导，自己已经把导师的研究方向和论

文大致内容了解了不少，在和考试老师聊天时就比较有针对

性地应答。 但是，小郭也表示，辅导虽然重要，自身的学习



要跟上才行。无论“流水线”详细到什么地步，都要尽量按

照计划完成才可以，流水线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

有利工具而已，并不是考研的全部法宝。如果主动性没有，

有再强的外力也不会取得很好的结果。 数据库形成酷似“007

” 据了解，考研辅导机构为学生塑造的新流水线，背后是强

大的数据库的支撑。记者从该系统的基础数据库中看到了全

国各省所有高校的招生信息。进入每一所高校的目录，里面

还会有学校介绍、院系中心、招生简章、报名录取比例分析

等分类。点开院系中心的文件夹，记者的视野进一步开阔:招

生简章、专业目录、导师信息、院系组织结构、研究生会与

团委学生信息、专业课指定书目录、学术期刊、硕士研究生

就业情况、专业课命题人及阅卷模式、初试信息、复式信息

⋯⋯一层层目录打开，最终甚至能详细到学院每一位导师的

基本信息、学术专著、科研课题等。除了针对导师的分析外

，硕士点的在校研究生、毕业研究生的背景同样被收入其中

，如前10名考研经验汇总、20％研究生的背景信息等。该机

构负责人表示，这些对于考生的择校、择专业而言都是种参

考:如果看到在校研究生中有考生这种背景的学生，那么说明

录取成功率还是较高的，如果录取的全部都是优秀本科院校

背景的学生，那么对于一些背景较弱的学生，则应成为一种

警示。 该负责人介绍，这些数据库的搭建，是通过学生、老

师、高校网站等各个渠道来填充、更新的，为整个“新流水

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而通过查看数据库的信息，记者也

明显感觉到了考研市场中的“007”作风。 “流水线”有其存

在道理 北京万学海文考研教育研究中心总监梁伟伟表示，我

国1998年开始的高考扩招，直接反映在了就业压力上，就会



导致一部分学生希望通过选择读研究生的渠道来缓解面临的

就业压力。一些“被推上去的”研究生，本身可能未必合适

读研。而“流水线”的形成对考研多少也是个助长的关系。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王副教授表示，有需求就有市

场。我国的教育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距。对我国来讲，通过

高考、研究生考试，对学生来讲都是一种改变人生道路的必

然方式。目前来看，对高考的评价多数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通过研究生的复习，可以增强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也可以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中国人民

大学校务委员、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表示，社会多元化发展

，每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有必然性，不必要大惊小怪。这

反映了我们高校教育体制的问题。其实，学生完全不必通过

这样的途径实现考研目标，而应该鼓励学生自己找老师。教

育部禁止研招单位举办培训班，但社会确实存在考研辅导的

需求。考研辅导机构的存在，一方面证明学生获得信息的渠

道不通畅。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教育管理，缺乏对高

校办学自主权、教师自主权的尊重，怀疑学校、教师会腐败

。其实学生本可以花更少的成本来实现考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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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