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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A_E7_BB_8F_E9_c79_535785.htm 我作为跨专业的学生

，报考了北大、清华、人大三所学校的社会学专业。清华和

人大是全系第一名，北大是本教研室第一名，全系第二名。

我最后决定在北大和清华中选一所学校继续我的学业。应《

窗口》之约，今天和大家一同探讨一下关于考博的问题。 一

、考博的准备工作 决定考博之前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弄清楚自

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就业难的话，那么

这无疑是在给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挖陷阱。研究生可以混毕

业，但博士生则是不能的，因此是否愿意并能静下心来从事

研究是做决定的一个首要问题。 考博第一项工作是要选择一

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能仅仅看热门度或者考试的难易度。我

在咱们学院念思政，而考博的专业是社会学，换专业是兴趣

使然，未来要从事好多年的研究，必须选一个自己真正喜欢

的专业。社会学是一门让我激动的学科，一看见社会学书籍

我就难以压制住对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憧憬

。正是这种狂热，使得我在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博士考

试中能够胜出那些念了至少７年社会学的科班人士。因为喜

欢这个专业，所以我有激情，有恒心，更有信心。 然后是确

定学校。我的建议是选择学校的底线是咱们本校。因为兴趣

上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愉悦，但未来的就业也是不得不面对的

现实，所以学校的牌子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因素。 最后是

联系导师。请大家务必注意这一点，因为对于录取与否的决

定因素不是别人，而是你所选择的导师。首先，你得知道这



个导师的研究方向、他本人的知名度、公平度。其次是一定

要弄清楚这个老师今年是否招生，以及是否有内定候选人的

倾向。我今年之所以报了北、清、人三个学校，主要就是因

为在报考导师时失误了。我一直想去的是北大，当报考完后

，才知道所选导师自己本校所带的硕士生要硕博连读（北大

硕博连读的学生是不参加初试的，只参加复试，而且占名额

）。好的学校都是一个导师只带一个博士生，所以如果当年

根本就没有名额的话，你参加考试的意义就不是很大，除非

你的各方面表现特好。一看北大风险太大了，我赶紧报了一

个清华。谁知祸不单行，交了钱后，才打听到清华这个老师

已经内定了人，根本就不在校外招生。无奈之下，又把人大

添加到我的报考学校名单中了。人大选的导师是中国社会学

会会长，报考的人也很多，所以也是挺冒险的。因此分析起

来，虽然我报了三个学校，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是保险的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建议师弟师妹们一定在报考前联系好

导师，态度诚恳一些，把各方面打听清楚。一些人品比较好

的导师如果内定了候选人的话，他会建议你别报他的博士生

，这样也就减少了你浪费金钱、浪费时间的可能性。 二、备

考 1、英语 相信参加了硕士生入学考试的学生都知道，考试

的各科中最最重要的是英语。博士生考试也不例外。博士生

英语考试的难度因学校而异，各个学校自己自主命题，题型

也会不同。大部分学校的英语难度和六级水平差不多，所以

只要你的英语底子不是太差，过线是没问题的，但拿高分还

是很难的。从难度上来看，最难的是社科院和北大；从题型

来看，最变态的是北大。北大的完形填空是不给选项的，自

己填词进去；翻译题既不是汉译英，也不是英译汉，而是英



译英，即用英语解释英语。从分数线来看，大部分学校

是50-60之间。人大一般定为60，北师大55，清华55，北大的

惯例是50，但今年大部分院系都是40多点（今年北大的英语

给分很低，上50的都特少，几乎集中在30-50之间）。准备报

考北大的同学一定要注意的是它的英语，真的是超难超变态

。以我的英语为例，我四、六级都是考80多分的，人大考博

英语85.5，清华考博英语83，而我在北大的英语成绩就只有68

分，这还是一个比较高的分。报考北大，就得针对北大的题

型进行专项训练，否则按我们平常做题的思路，你很难及格

的。对于其他学校，好好复习一下六级英语，是没有问题的

。 2、专业 对于专业，由于性质不同，可能如何准备也有较

大的差异。我这里只是提供一个较为通用的备考模式。第一

，专业书一定要广泛阅读，对于经典著作还得深入理解。这

就是我取得较好的成绩的决定性因素。我虽然是一个跨专业

考生，但我在广度和深度上并不输给科班出生的竞争者。清

华今年的题就出得很偏，有一科７个题，只有一个题是大家

都拿得准的，其他的题有的人要么知道一点，要么根本就是

一无所知。我的长处刚好是人家知道一点的东西我知道得比

较精深，别人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却有所耳闻，因此能以所知

道的一些核心概念作为“星星之火”，使微弱的优势成为“

燎原”之势。博士生考试绝对要靠实力，尤其是名校更是如

此。戒除浮躁，内练专业素质是关键。第二，适当地投机取

巧。也就是说在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的情况下，广泛建立“

外交关系”，摸清各个学校的出题风格。我在考试前，认识

了北大、清华、人大的博士师兄们，探听了各个学校的风格

。比如说人大有点重视自己的学术派别，即你必须得看该校



老师的文章研究什么的才能有好的收成；北大是很重视理论

的，注重多重比较，对于一个理论你必须能甲、乙、丙、丁

地言之有理地阐述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清华则继承了理工

科实证的传统，应用性特别强。出题风格实质就是一个风向

标，能指出你的努力方向。第三，如果自己比较有实力的话

，可以和导师切磋问题，这是长进最快的方法，也是让导师

对你有印象，并在复试时取得较好的“印象分”的方法。 三

、备考心理 和考研一样，情绪因素是一直伴随考试的。我所

能强调的就是坚持、乐观。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应对心

情低落的一个方法勇敢地当“祥林嫂”。什么意思呢，就是

要把心理的不畅快吐出来。我报考的三个学校情况都不妙，

几乎都有内定的人选，可想而知我的心理压力是多么的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充当“祥林嫂”的角色。我见一个

人（当然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唠叨一次自己的处境，换

取别人的“同情”，并趁机“榨取”别人的安慰与鼓励，以

增添自己的信心。被我唠叨的人有我的舍友，我的同门师兄

妹，我的导师，我在北大、清华、人大的师兄师姐们。我得

到的无一例外的是鼓励与加油，我们学院的一个朋友说：“

小白，你要考不上，就没人能考上了”，北大师兄对我说的

是“你就是我下一个年级的师妹，这是无庸置疑的！”同志

们，当你们听到这些话，是不是觉得备受鼓舞，信心大增呢

？反正我就是这样挺过来的。所以，做“祥林嫂”，其实挺

好的：） 考博是一场自我较量，你坚持住了，你就赢了。希

望大家在这场较量中都能取得胜利。最后送大家一句我的座

右铭： 既然活着，就要活好。 无论如何，坚持住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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