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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8_85_c79_580993.htm 一、考博前的准备工作 以真诚

赢得报考。在职者报考，首先要征得单位同意。我们的体会

是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的专业必须和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紧密联系。一般说来，自己从事的工作自己比较熟悉，从理

论到实践积累较好，它一方面是自己报考的知识和技能的基

础，更是自己争取单位支持的基础。只有把单位的发展和个

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才具备说服的前提。有许多考生，感觉

成绩不错，但因为是自己单方面愿望，没有结合单位的实际

情况，最终得到颇为遗憾的结果。 2.注意人际关系。马克思

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就个人、单位、国家

而言，考博都是一件好事，但理论上的好事要变为现实生活

中的好事，就必须注意人际关系。要从工作需求、个人发展

、感情认同等方面去做工作，在争取的过程中，注意讲究方

法，忌简单暴躁，多感情投入，少意气用事，自己的体谅和

耐心终究会取得单位的同意。 3.正确处理工作和考博的关系

，做到工作和备考两不误。考博复习前期主要以单位的工作

为主，把工作做好的同时，尽可能腾出一定的时间看书。后

期，主要是以复习为主，工作上别出问题。快要考试时必须

实行"非常政策"，全力以赴地复习。考生一定要注意和导师

联系，不但你要了解熟悉导师，也要让你的导师了解你的现

有学术水平和将来的研究兴趣。你可以将你发表的学术著作

和论文邮给导师，也可以当面请教。 二、报考专业与学校的

原则和策略 报考专业和学校首先要能够考上，其次是结合兴



趣和爱好，再次是学校的名气和地理位置。报考方向很重要

，往往决定你考博的成败。如果方向选错了，即使你准备再

充分，实力再雄厚，可能也只是"陪考"而已。好学校不一定

难考，一般学校不一定好考。首先是报考的专业。专业不同

，直接决定自己将来的事业走向。一般考生往往会选择和硕

士时期相同的专业，也有人为了将来就业需要，可能会考虑

转行。这就要求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要结合自己的兴

趣和能力。如果转专业，一定要注意现在要报考的专业和自

己的原专业不能太脱节。不能否认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博

导们对跨专业考生的偏爱也与时俱进。如学数学、统计学的

报考经济学、管理学有明显的优势，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报考

与公共政策与管理有关的专业也较受欢迎。成功的专业选择

取决于自己的兴趣和对自己实力以及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

形势的正确判断。其次，确定报考学校或单位。根据自己目

前的实力，选择合适的学校。往往该专业名气越大的学校，

竞争就越激烈，越能激发潜能。如果你原来硕士毕业高校较

好，报考一般院校博士缺乏挑战性，未必能考出好成绩。毕

竟一般院校的竞争力相对弱些。所以，考生同时报考两所甚

至三四所高校，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有的博导不能保证

上线就能录取，也建议考生同时报考其他学校，这能够起到

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果。这两三各学校的专业最好相同或者

相近，时间上和档次上最好拉开。 另外，无论是考博还是高

考，都有报考"大年"与"小年"之说。考博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运气也是一个因素，每个学校、每个专业往往是

今年报考的多了，明年可能就少了。今年这个专业竟争激烈

，不一定明年也竞争激烈。有的学校还存在报不满的情况，



比如有一年，北京理工大学个别专业，报考人数小于招生人

数.南方某所著名师范大学某个专业参加考试的人数和招生人

数大致相当。这种情况，只要你的专业课和外语不是太差，

就极有可能被录取。如何抓住这种机会呢?就是多报。 三、如

何抓住重点提高成绩 考博人数不断增加，考博的难度也在不

断攀升。抓住规律，就可能事半功倍。博士生与硕士生专业

考试题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都是考查运用基本

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同点是硕士生还要考一些基本的知

识，而博士生人学考试主要考查在基本理论基础上对学术动

态的把握和现实问题分析，而不考名词解释、简答题，大多

都是大的论述题。考博肯定要广泛读书，刻苦攻读，这些我

们不必赘述，主要谈谈应试技巧方面。抓住专业重点是任何

复习考试的关键。博士考题一般不会很偏，但是答好不容易

，尤其是面向很多专业的基础课考题。 博士生考试如何抓重

点? 第一、搞清楚历年考试题型。题型是考试形式，与考试内

容关系密切。一般考试题型定了，考试内容也就基本定了。

考试题型以及历年考试题，可以通过同学或者朋友从报考学

校获得。一般考试题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比如有的高校爱

出资料题，对此，首先要找到相关的原理，这需要基本功扎

实，然后分析资料，结合实际谈你的看法。有的还需要说出

这个资料的出处，一般这类都是中外对本专业产生巨大影响

的人的思想，比如教育学，不是孔子、老子就是蔡元培，不

是杜威、赫尔巴特就是卢梭、裴斯泰洛齐。有的学校爱出书

评，大多是"就你熟悉的名著简要评述"。所以可事先研读相

关专业课的中外名著各一本，详细写出书评，做到有备无患

。 第二、推断出题的方向。一般说来，报考学校、报考专业



基础课的考题，是由报考单位的比较有学术威望的老师来出

，大多是报考专业的博士点负责人出题。推断出了老师，基

本可以判断出题的内容。通过文献检索和网上查询，弄清楚

这几个老师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的发表的论文、著作和

所从事的课题研究题目。考题的题目大致就是这些。因为导

师对近期从事的研究比较熟悉，比较感兴趣，倾向于出这类

的题目。通过各种渠道，尽量了解可能出题老师的学术背景

，比如他的年龄、学术观点、研究领域、毕业学校等等，另

外，报考学校其他老师的有关研究也要关注，因为他拥有的

资料，可能出题老师也拥有。去年考了的题目，今年不会考

，但是邻近的内容一般就是考生内容。比如教育学，去年考

了国民教育，今年可能考义务教育。第三、必须抓住所考科

目的"核心要素"。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系列重点，必须把这

些问题搞清楚。即使考题跑出了你的重点范围，运用你所掌

握的"核心知识"，答题也不会差很远。也就是说专业课的基

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必须具备。只要把这些基本的

东西搞得很透，一般不会出间题。课本上有些东西都是"陪

衬"，如果没有充足的精力，根本就不用看，一般不会考。这

样，可能考的内容很精通，考试成绩就容易提高。我的考试

用书是简写本。因为这种版本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便于记

忆。每门学科都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牢固掌握

这些"核心知识"，而且做到语言优美，数据准确，一旦遇到

不会的间题，只要沾边就写。关于博士英语考试，以前，英

语是阻碍博士生人门的一个门槛，随着目前考生整体英语水

平的提高，英语的把关效力逐年下降。一些人外语很好，恰

恰在专业课上栽了。北师大有的专业一旦外语过了线，就不



考虑外语成绩，而是按专业课成绩排名了。百考试题编辑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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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