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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8C_87_E5_c73_576659.htm 一、确定自己是否适

合继续学习本科时的专业，而后决定是否有跨专业报考的必

要。 二、确认即将报考的专业是冷门专业、热门专业还是新

兴专业。 三、确认跨专业的性质，是属于理科转工科、理工

科转文科还是刚好相反。 四、确定报考的学校，即报考本校

还是报考外校。 五、确认自己选择报考的学校属于小型院校

、大型综合学校还是研究院所。 第一步确认是否有必要跨专

业 考本专业容易，跨专业往往比较难。现在在读研究生二年

级的小强，本科时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因为自己对计算机

并不感兴趣，加上学校老师水平也确实有限，所以三年过去

，小强觉得自己在计算机学科上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为了

多一些选择，小强考察了几个外专业，包括企业管理、会计

学、法律硕士，但最后小强还是决定报考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业的研究生。 因为他自己觉得，虽然没从本科的计算机专业

学到多少实际操作的技能，但毕竟已经受了三年潜移默化的

影响，学科基础也不差，再加上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实践，

应该能使自己的专业能力有很大提高。后来的事实证明，小

强不仅在专业上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也给自己当时考研复习

省却了不少的力气。现在他回头看看那时本科班上报考了外

专业的同学，无一例外的在考研上失败了，就暗自庆幸自己

当初选择的明智。 跨专业报考的风险大，就在于专业课的复

习。特别是在对所报考专业仅限于一知半解，甚至完全没有

基础的情况下，跨专业报考是要冒较大风险的。在教育部把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由5科变为4科，专业课由2门改为1门后

，专业课的难度一般来说是加大了。因为很多高校都把原来2

门，甚至3门考试内容融合在1套卷子中，这使很多跨专业报

考的研友甚至不知道某一道题是出自哪一门课程，想答对更

是无从谈起。所以说，考本专业容易，考外专业难。即使对

本专业知识掌握得不甚理想，难度也比对外专业的专业课没

有基础要小得多。 第二步确定报考冷门、热门还是新兴专业 

考冷门专业一般非常轻松，热门专业确实很难挤进去，新兴

专业的难度与热度往往居于前两者之间。2004年，全国报考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总人数为35510人，位居报考总人数第

二，仅次于报考人数逐年下滑的工商管理学硕士专业。2003

年，报考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计算机应用专业总人数为2000余

人，但除去保送名额，该专业只招收40人，录取比例高达50

比1。这就是热门专业，它们的特点是切合时代热点，社会需

求强劲，所以就业前景被人看好。例如建筑、会计学、贸易

、新闻、计算机、生物工程都属于这一类热门专业。但这类

专业的特点就是报考人数非常多，因此竞争激烈，录取比例

远高出研究生录取平均比例，可以达到10比1以上。 选择报考

热门专业的研友，一般是出于就业的考虑，而选择报考冷门

专业的研友，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静心的研究生活。

由于冷门专业的发展一般比较完备，知识积淀也较深厚，考

试难度小，竞争不激烈，所以非常适合想做研究工作的研友

报考。另有一类专业是新兴专业，这类专业兴起不久，未来

社会对其有较多的需求。比如前些年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就属于新兴专业，但短短几年后却已跨入热门专业的行列。

新兴专业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刚兴起不久，报考人数一般不多



，竞争也远小于热门专业，所以已经成为了很多研友的选择

。 第三步确认是理科转工科、理工科转文科还是相反 由于学

科性质，理科转工科、理工科转文科往往难度较小。反之难

度则大。危旺在本科时学的是应用数学，这种专业如果在名

校就应该出国深造了，但危旺就读的只是一般高校，而且学

这种专业的找工作比较困难，他就只好选择考研。“幸好学

的是应用数学专业，这种专业想转绝大多数工科或文科专业

都并不费力气，像经济或计算机这种专业的导师更是喜欢数

学出身的学生。”危旺说。权衡之后，他选择了报考中央财

经大学经济系的计量经济学专业，并且由于自己的应用数学

专业背景，在复试时很受导师青睐。理科转为工科，或理工

科转为文科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因为前者的学科往往是后

者的理论基础，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才

能够有比较大的突破。但相反的，如果没有极高的天赋，基

本不会有人选择 从文科转为理工科，或是从工科转为理科。

因为其不仅脱离就业，难度也相当大。 第四步确定报考本校

还是报考外校 报本校信息往往比较畅通，也容易考取，而外

校则相反，信息闭塞，考取难度大。如果决定报考外校，那

么一定要做好调查，报考的学校一定要比本校在各方面高出

至少一个档次。因为只要是外校，就意味着并不好考。即使

是清华大学毕业，报考一所二流学校的本专业也未必考取，

原因就在于任何一所学校都有其潜在的出题、录取规则。再

好的学科基础都可能在所报考学校的专业课题目上折戟沉沙

，再好的面试技巧都可能在复试中被拒以千里。所以同样是

不好考，就必须确认目标学校比本校高出的档次足以让自己

去冒这个风险。但如果选择本校就轻松得多，毕竟在这个学



校上了4年的学，有比较大的交往圈子，即使报考本校的其它

专业也可以轻松地找到老乡帮忙获取相关信息。 第五步确定

目标学校的性质，小型院校、综合性高校还是科研院所 一般

来讲，小型院校往往有一个主干专业全国领先，但也缺乏多

元的学科和校园文化；科研院所主要是研究性质，一般没有

本科培养；而综合性学校学科丰富，又有文化底蕴。这三类

高校一般没有难考或容易考的区别，她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出

题与录取规则，抓住这种规则，名校就不一定比小型院校难

考。关键在于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如果原来见多识

广，现在想找个安静的学习、科研环境，那么就可以选择报

考科研院所。如果刚从小型院校出来，想接触形形色色的同

学、参加多样的校园活动，那么报考大型综合学校就是理所

当然的选择。最新热点快报：2009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

合格资格线确定2009年考研网上调剂系统4月8日开通2009年考

研最新查分复试调剂信息专题2009年各地考研成绩查询信息

汇总专题09考研复试线只划一条新增专业硕士不另划线2009

年面向应届生专业硕士招生复试不单独划线2009年考研国家

复试分数线预计4月8日公布把百考试题考研站设为首页 考研

辅导资料特别推荐：2009年考研政治重点详解资料汇总考研

政治基础辅导之常考知识点精选汇总09考研英语阅读理解专

项训练汇总历年考研英语常考词语固定搭配资料汇总2009年

考研数学\政治\英语冲刺复习资料汇总2009年全国研究生考试

复试资料大汇总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

线题库把百考试题考研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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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