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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8F_98_E5_c73_530462.htm 回首即将过去的2008

年,北京考试报作为全国独家开设研招专版公开发行的报纸，

始终如一地为研考生第一时间能获取研究生报名考试信息而

努力着。从复习备考到过来人谈经验、从如何选择报考专业

到研招办负责人访谈、从网上报名到现场确认、从考前指导

到考场提示、从成绩公布到复试分数线划定、从复试到最终

录取，研招版作为考生忠实的朋友，默默地陪伴着考生度过

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百考试题，元旦快乐！ 

每阶段的研招报道重点，我们紧紧围绕“考生现在需要什么

”、“考生关心什么”、“考生想看什么”展开。紧紧贴近

考生的需求，写他们身边发生的新闻和密切关心的实用信息

一直是我们在这一年里的工作准则和方向。 考试变化早知道 

近几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每年都有所调整。及时采写这些消

息对参加有关科目考试的考生至关重要。早一天让读者得到

信息，读者就多一天的备考时间。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

一入学考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初试科目进行了调整，

也进行了命题形式改革。学科初试专业课考试实行联考。经

济、管理类专业的数学三和数学四合并为数学三，使用原数

学三和原数学四的学科专业全部使用新数学三。这些关于明

年研考变化的报道，对即将参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初试

和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科目考试的考生必须了解的信息，

我们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研招政策是每个考生必不可

少的背景知识，考生要心中有谱。对于明年将要实施的研招



三大重要政策，本报均提前进行了报道。一是广大考生关心

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5所在京院

校从2008年开始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

理工大学从2009年起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二是明

年教育部加大了对舞弊考生和相关人员的惩处力度。三

是2009年我国将有中央美术学院等32所高校新增为具有硕士

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的院校。 院校访谈细介绍 2008年由于客

观因素，北京地区没有举办较大规模的研究生招生咨询会。

因此，很多考生不能深入了解拟报考院校的具体招生情况和

专业设置，也听不到招生单位负责人对该校硕士生招生情况

的权威介绍。研招版根据这一情况，不仅将今年研招院校负

责人访谈提前，还在去年的基础上，扩大了招生单位报道范

围，华北电力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等招生单

位负责人第一次通过本报访谈栏目与读者见面，第一时间将

院校的招生信息通过本报进行发布和解读。 在访谈中，记者

着重请招办负责人谈学校的招生变化，使考生通过报道一目

了然，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明年招生的新变化、新政策。如

《国内首个奢侈品管理方向将招生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办

主任蔡永明》、《北林大明年研招新增三专业访北京林业大

学研招办主任崔一梅》等及时向考生报道了最新考研信息。 

专家教您选专业 在每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前，大多数考生

都会面临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选择报考专业，但有些考生

在选择专业时容易陷入误区，不能正确、合理地评价自身。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招生单位的负责人，采写了



一系列新闻报道，如《考研选专业要结合职业方向》、《考

研可依专业选学校》等，旨在指导考生以正确的思路选择专

业和报考院校。 记者邀请部分研招单位负责人写稿，对考生

在选专业前如何进行调研作专门指导。中央财经大学研招办

主任徐淼说，以报考财经类专业为例，考生应将国内的财经

类院校的招生简章和报考情况做充分的前期调研，了解和掌

握各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复习情况

进行选择。同时必须充分了解招生学校各专业的复试分数线

和报录比，因为这是考研难易的风向标，如果复试线较高或

报录比较大，则意味着初试环节考试竞争激烈。 记者还约请

考研过来人谈自身的报考经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刘新群

说，跨专业考研的考生在作决定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

跨专业考研是为了逃避就业压力吗？自己能坚持住跨专业备

考的艰辛吗？自己对新专业的学习有心理准备吗？”文章对

跨专业考生合理选择专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过来人教您备

考 对于一名研考生而言，最需要看到的文章莫过于考研成功

者的宝贵经验。对此，研招版向部分高分研考过来人约稿，

编写了一批高质量、对考生有较强指导意义的文章，贯穿全

年，基本保证平均隔期一篇。在暑假和寒假等备考集中时间

，研招版还有针对性地刊登考研经验文章，如整体复习思路

类的《根据目标合理分配备考时间》、政治方面的《考研政

治强化阶段要积累素材》、英语方面的《备考英语阅读从词

汇语法切入》、数学方面的《让数学书由厚到薄由薄到厚》

和专业课方面的《通信原理备考后期重视计算能力》等。 要

说明的是，研招版约请的作者在考研的成绩上都有严格的分

数要求。政治、英语单科成绩80分以上、数学成绩130分以上



或总成绩排名靠前的考生。在这些作者当中不乏该专业的第

一名。相信这些过来人的优秀经验可以给您的备考提供一些

有效的帮助。 想考生之所想，急考生之所急。对于这些考生

需要提前了解的信息，都替考生考虑到了。复试是研究生入

学考试的第二阶段，考生在本阶段的表现决定着考研的成败

。记者采访考研过来人和研招单位负责人，为考生复试献计

献策。2月份，我们采写了《复试准备别忽视细节》、《2月

底，该为复试做准备了》等消息，为考生准备复试提供方法

指导。4月中旬，针对大多数考生备考复试的需要，我们又采

写了《研考复试四月中旬进行》、《考研复试早做准备》等

文章。 对于第一志愿没有如愿以偿的考生，调剂无疑是一根

救命稻草。如何迅速找到合适的院校和专业？如何有效地与

各校的研招办联系？如何让自己最终得到调剂机会？这些无

疑是考生最关心的问题。为此，记者专门采写了一系列的《

考生要及时关注调剂信息》、《研招调剂信息系统今开通》

、《研招调剂新增“待录取通知”功能》和《研招调剂可二

次申请》等消息。每篇文章中，记者都采访了有关招生单位

负责人，保证了稿件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在招生单位的复试

阶段，记者深入一线“探秘”复试现场，采写鲜活的现场报

道，让以后的考生消除对复试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对复试有

个直观的了解，如《考研复试像比赛首体院考研加试现场侧

记》、《NBA运作模式进复试题》等。 为了使明年的考生更

好地准备复试,记者采访有关招生单位负责人，了解考官在面

试中最看重考生哪些素质，常问考生哪些问题，如消息《考

研面试中，导师爱问开放式问题》等。记者通过与刚刚通过

复试的考生约稿，编写考生亲身经历过的复试现场文章，如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面试》，让读者有身临考场的体会。 对

于即将到来的2009年，我们将一切从零开始，全心全意地为

考生写好每一篇新闻报道，为您金榜题名当好参谋。 百考试

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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