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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8_86_E6_c73_388926.htm 随着本科教育的扩招

，考研的热潮进一步白热化。考研的报考和复习过程也越来

越专业化，考研成败不仅取决于考生在复习时的努力程度，

报考的技巧也对考研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考生报

考的盲目性导致很多学生一年的努力付之东流。那么，如何

做出正确的选择，以达到合理、精准报考，万学海文提示广

大考生，以下几个因素是考生报考过程中必须注意的。 专业

选择不可不考虑的五个因素： 第一因素：专业的未来就业情

况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首先决定考生将来从事什么专业。那么

近几年一些热门专业的高温不下势必致使很多学生为了以后

获得好的就业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就抱着“视死如归”

的执著态度、本着“敢拼才会赢”的拼命三郎精神勇报热门

专业，结果被挤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偶尔的幸运者也是

伤痕累累，满腹辛酸。面对这种情况，海文专家建议考生定

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分析，实事求是，切不可意气用事、刚

愎自用、盲目追风、夜郎自大、好高骛远。 专家指出，虽然

近年报考研究生的人越来越多，但仍有一些专业报考量不足

，个别甚至出现招不满或无人报的现象。在个别学校的热门

专业，即便是总分超过350分(四门课总分为500分，一般最低

线为325分)，也未必能保证被录取为计划内公费生。因此，

一些热门专业或热门学校中那些相对冷门方向及专业，同学

不妨有选择地报考，比如石油、地质、环保、文物、珠宝鉴

定等社会需求和人才供应目前不成正比。 而且，眼前的“热



”专业，并不代表以后的就业形势一定会好，可能研究生毕

业时所谓以往“热门”专业已经成为当时的冷门了。所以，

考生要把握社会宏观走势，判断社会各行业需求。要了解行

业特点，分析需求总量。有些行业伸缩性很大，向其他行业

渗透也很厉害，因此很难“饱和”。它们今天的热门行业，

可能就是国内数年、十数年后的热点。同时，也了解专业招

生单位情况。一些招生单位的所谓热门专业，其实根本就不

具备起码的师资、经费和办学经验。 当然，对于一些下定决

心要从事某专业的考生可以尝试着全力以赴，但要全面搜集

信息，理解信息，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要信心百倍的勇

往直前。 第二因素：个人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兴

趣和爱好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也是一个人学习的动力。它往

往是获取知识，成就事业的源头。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

教学论》中也指出：如果人们吃饭没有食欲，勉强地把食物

吞到胃里去，其结果只能引起恶心和呕吐，至少也是消化不

良。反之，如果在饥饿的情况下，把食物吃到胃里去那它就

会乐意接受，并很好地消化它。从这个论述中，可以看出，

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它可以使大家学习时得心应手。再则

，研究生毕业后要继续自己的专业，如果没有兴趣会感到枯

燥、无聊和乏味，这样浪费的不仅仅是我们三年宝贵的学习

时间，更是一生的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在选择专

业时要对自己的兴趣作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第三因素：历年

复试分数线和录取比例 复试分数线的高低、录取比例的大小

意味着竞争力的强弱。考生在选定某些专业时可根据往年的

这些实录来定夺专业的取向。 第四因素：学校的研究生培养

年限 目前，大多数学校研究生培养年限为3年或2.5年，少数



学校学制为2年，并且考生要掌握准确信息，结合切身实际再

做选择。 据200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首场大型现场咨询会上的

消息，2008年研究生招生政策将做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学制

不作硬性规定，由学校根据专业和质量要求来决定弹性学制

。这就更需要学生事先要了解自己所报考学校、专业的学制

，根据自己的财力、精力、进行选择。 第五因素：个人实际

情况 目前国内有两种研究生培养方式：一种是学术取向的，

一种是职业取向的，比如MBA、MPA和法律硕士等。这样可

以大致将考生的学业发展取向分成两大块。一般情况下，读

职业取向的研究生学位比读学术性取向的学位花费要多，但

未来的职业回报预期要大。由于各学科和专业之间就业率的

差距很大，考生在选择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兴趣，还

要考虑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负担很重，要求你

要尽快取得一份薪水可观的工作，那么即使考生对天文学达

到痴迷的程度，恐怕也不得不暂时委屈一下自己的兴趣。毕

竟人生除了自由发展外，还有许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之外

，选专业包括两种可能，一是依然考本专业，二是选择跨专

业。对于考本专业的学生来说，经过3年或者4年的大学学习

，对本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已经耳熟能详，对自己专业相关

学校的实力也有所了解，那么这时只要量体裁衣，对症下药

，据自己的实力选择一个喜欢的、合适学校就可以了。而对

于跨专业的学生，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相近专业转。比

较而言，这种转还是容易的，因为同一门类的学科思维方式

、知识基础有相通性，可以触类旁通，所以考生有这样的想

法可以去尝试。第二，“文理大转”。常言说“文转理难，

理转文易”，其实不然。大多学生认为文科重感性认识，重



记忆，只要临考前突击性的记忆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大家是

否想过，上研究生意味着三年的学习生涯都要学习相关知识

，毕业时需写相关论文，毕业后可能还要从事此领域的工作

。而文科需要极强的抽象思维、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需要

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甚至需要下功夫记忆知识，如果不具备

这些因素，做以上这些事情会相当艰辛，因此，“理转文”

时亦要慎重。“文转理”更不需多解释，高等数学就是一个

高门槛，那么自己的数学实力一般的话不要“鸡蛋碰石头”

、“走险桥”。当然，“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绳

锯木断,水滴石穿”，相信有志于跨专业考研的同学定会正确

评估自己的实力，定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全力以赴，一

定会成功。 最后决定要跨专业的考生，希望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评价自己的英语、数学、政治水平是否很强，若有优

势，在同类考生中会占有制高点，补齐自己专业方面的劣势

。第二，要多“投石问路”，在备考时找准相关院系和导师

，了解他们对考生是否具有特殊要求，跨专业是否需要加试

，导师喜欢怎样的学生⋯⋯了解的越多，胜利的把握越大，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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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