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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怀着一往无前的勇气，抱着破釜沉

舟的决心，风雨砥砺的坚守在考研战线上，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他们选择的是传说中最艰难的一条考研之路“三跨”，

他们在青春飞扬的年纪里选择了一条寂寞而又充实的道路。 

所谓“三跨”，顾名思义就是跨校、跨地区、跨专业的考生

。选择“三跨”的考研道路，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才能在考研这条“独木桥”上占得一席之地。因为“三

跨”考生面对的竞争对手占据了地利、人和的各种优势，要

想在这场战役中取得胜利，不仅是对考生学习能力的一次考

验，更是对他们心理能力的一种历练。那么，“三跨”考研

的难点到底在哪里，考生们又该怀揣什么绝技打赢这场艰苦

卓绝的战役，最终获得一纸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呢？ “拦

路虎”阻碍“三跨”考研路 拦路虎之一 搜集信息困难 在信息

时代，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谋定而后动，考研也不例外。这不

仅是学习能力的较量，更是信息资源的竞争，对于“三跨”

考生而言尤其如此。 以专业课为例，很多考生都是通过请目

标学校认识的同学帮忙搜集课堂笔记、历年试卷、导师信息

等资料，或者通过他们的介绍结识在读研究生，这些过来人

的考验心得往往很有借鉴意义，还会告诉你一些导师的命题

思路、学术偏好等信息。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三跨

”学生一般不太可能长途跋涉的赶到另外一个省份旁听专业

课，这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都存在困难，这样他们在搜集



信息这一方面自然处于劣势。 另外，很多专业课命题重点、

命题思路方面的信息都只在本校报考的考生之间流传，更不

会写出帖子发到网上，很难被外省外校的考生了解到。 拦路

虎之二 专业基础薄弱 “三跨”考生要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学

科领域，面临的竞争对手不乏积累了四年专业基础的本专业

考生，怎样在同样一张试卷上展示出和科班出身的考生一样

甚至更出色的能力，这是每一个“三跨”考生都值得思考的

问题。从文科跨到理科的难度是最大的，因为理工科考研中

，数学是很多文科同学迈不过去的一个坎。从理科跨到文科

也不容易，因为长期的理工科学习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文科有

很大不同，考生要在复习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角色的转

变。另外，文科专业比如中文，需要广博的文学知识和过硬

的文字功底，没有这方面特长或平时涉猎较少的理科生在短

暂的备考时间内将面临着繁重的复习内容。 拦路虎之三 复习

时间太紧 “三跨”考生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领域，很多

人在看过一遍专业课后仍然不知所云，对理论的感觉很陌生

，只有看过第三、四遍之后才会有豁然开朗、融会贯通的感

觉。尤其是对于“理跨文”的考生来说，平时虽然对文科专

业有一定的兴趣和了解，但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该专业的理

论知识和前沿学说，平时基于兴趣所做的了解往往停留在表

面层次，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程度来答题，无疑是暴露自身的

缺陷。所以，考生一定要多花时间熟悉相关领域的学说，吃

透理论，这就使得“三跨”考生花在专业课的复习时间必然

要多很多，复习公共基础课的时间也就相应的减少了。 打好

三大战役 帮你胜利突围 选择了“三跨”，就是选择了一场艰

苦的战役。我们首先要有清楚的认识，既不要夸大困难，也



不要轻视压力。要想从这场战役中胜利突出重围，一定要做

好充足地准备，打好下面这四大战役，迎接胜利曙光的到来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让跨考教育咨询专家来为大

家指点一下，到底是哪三大战役，突围要点又是什么？ 1。

信息战 难度系数：**** 重视程度：***** 战场态势：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对于考研的人来说，时间是极其宝贵的，

信息资源则更是致胜关键。 首先要充分了解目标学校和目标

专业的情况，包括招生简章、专业目录、参考数目、历年报

考人数和上线人数、各专业分数线等等。尽可能多的了解相

关信息，才能正确的知道自己的备考，集中精力复习核心知

识，不至于因为信息闭塞而走了弯路。 小梁曾经就读于武汉

工业学院的食品工程专业，考研的时候报考了华北地区一所

重点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小梁本科的时候一直都在学校校报

担任记者、编辑的工作，有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复习考研时

，她阅读了很多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著作，系统学习了这方面

的理论知识。考研成绩出来后，她如愿获得了复试资格。然

而在复试的时候，她所报考的导师认为她是跨专业报考的考

生，理论功底比较差，达不到他所希望的标准。再加上她的

本科院校也不是重点院校，最终没有录取她。 后来小梁才得

知，原来该导师并不热衷于招收跨专业的考生，因为他的研

究方向理论性很强，需要阅读大量的传播学理论著作，才能

胜任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通常他都会招收本科是传播学的学

生。但是小梁没有打听到这一信息，实际上她的分数已经超

过了复试线20余分，在所有复试考生中排在中等位置，如果

能合理的选择导师，避开自己在理论功底上的弱项，报考新

闻实务方向，突出自己的实践经验，通过复试是很有希望的



。“三跨”考生不仅仅要了解清楚目标专业对跨专业有没有

限制，还应该关注报考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否适合自己。 在搜

集复习资料的过程中，历年专业课的试题也是考生必备的资

料。一般各高校的研招部门都会办理邮售试题的业务，这对

于跨校跨地区报考的同学来说无疑一个好消息。但是一般各

高校都只出售当年的试题，不提供往年的试题，同学们一般

可以通过网上搜索的办法搜集。现在跨考论坛上历年专业课

试题都是免费共享给大家的，信息很全，越是报考人数众多

的专业和学校，信息就越多。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

的历年试题在跨考论坛上能轻而易举的搜出来，有很多甚至

还提供了答题要点。 去报考的学校旁听课程对于“三跨”考

生来说不太划算，其实有没有机会旁听并不重要，很多“三

跨”考生从来没有旁听过，依然取得了成功，这说明关键还

是要有扎实的复习效果。 突围要点：对于“三跨”考生来说

，尽可能多的获得“内部”信息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既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味按照自己的理解安排复习，

也不能风声鹤唳，过于热衷于搜集“情报”。在此提醒所有

的考生注意在搜集信息资源的过程中不盲目，不迷信，适合

自己的才是最有用的。 2。耐力战 难度指数：*** 重视程度

：**** 战场态势：考研是一场斗志斗勇的战役，考生不仅要

比拼信心、毅力、实力，还要比拼心理承受能力。“三跨”

考研的压力可以说是最大的，因为他们选择了比一般考研人

更艰辛的一条路，很多考生因为缺乏信心和勇气，承受不了

复习过程中绝望而又悲观的压力而濒临崩溃，最终不是放弃

了考研就是严重影响了复习效率。 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很难一下子看到明显的效果。考研不同于课堂上课，很



难对自己的学习效果做一个量化评估，导致很多人不是盲目

自信，就是怀疑自己。这也导致很多人对自己判断失误，在

草率的决定下放弃考研。对于“三跨”考生来说，要在短时

间内对一个全新的学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要一遍一遍的

阅读教材。很多人在专业课上安排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收效

却不是很明显。出现这种情况时，你千万不要急于否定自己

，而是要静下心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在学习方法上存在问题

，比如花在看教材的时间太多而忽略了解题的实战训练。你

还可以找老师或者考同一专业的研友交流，因为有些问题往

往是大家复习中的共性问题，别人的一句话往往有茅塞顿开

的效果。 “三跨”考生最大的心理障碍就在于不自信，容易

被压力和困难吓到，在遇到挫折时不能客观评价自己，常常

面临着自我否定的心理冲突。这种冲突带来对自己的怀疑和

厌恶，使自己陷入自卑与孤独，容易失去心理平衡。比如有

的同学在看到报考同一专业的同学复习很有效率，但自己状

态不佳时往往心情抑郁、焦虑，进而怀疑自己，萌生退意。

其实，随着复习时间的增加，在对复习效果有一定把握后，

这种不自信的心理一般都会有所缓解。而且考生尽量不要跟

考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竞争对手一起自习，因为每个人的

都有状态起伏的时期，避免因为别人的进度影响了自己的复

习计划。 突围要点：有压力是正常的，但是压力过大就应该

提醒自己适当的做一些调整了。紧张、焦虑不一定是坏事，

往往看考生是如何处理的。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

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敌人。最大的竞争对手恰恰就是自

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考研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战斗，坚持到

底战胜了自己，才能打赢这场耐力战。 3。时间战 难度指数



：***** 重视程度：***** 战场态势：对于“三跨”考生来说，

关键不在于你是否“跨”，而在于你努力了没有。“三跨”

不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任务，但同样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 跨专业考研的考生的专业课复习一定要早做准备，如果备

考的时间太短，复习的时间就会显得比较仓促，看书的时候

感觉很吃力，这样不仅影响复习效果，还会给自己带来额外

的心理压力。建议考生们结合自身的学习能力和习惯，列出

一个时间表，按照分阶段学习的方法安排好各科目的复习时

间。 一般的“三跨”考生早在四、五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

搜集学校、专业和导师的信息、报辅导班，考数学的考生在

暑假前后要开始第一轮的复习了，“三跨”的考生这个时候

也要开始看专业课的书。最新的招生简章、专业目录和指定

教材一般都在九月份前后发布，在这之前考生可以参考往年

的参考书复习。如果不是更换命题组老师或调整专业方向，

一般学校的指定参考教材变化不大，即使发生了变化，你已

经复习了一段时间，对专业课有所了解，再调整也相对容易

。在确定了专业课教材后，可以通过向出版社邮购或网上订

购的方法买到教材，也可以去图书馆借。 考研的学生一般每

天都要自习10个小时以上，坐在教室的时间太长也会影响到

身体的状态。很多人在复习期间容易出现失眠的症状，晚上

躺下之后很久还睡不着，早上又起不来，睡眠时间不能保证

，白天自然没有充足的精力学习。因此，考研的人一定要懂

得劳逸结合的学习方法，在教室坐了一段时间后，起来四处

走走，或极目远眺休息眼睛，或做做体操舒展筋骨。运动有

消除疲劳的作用，可以调节情绪，提高复习的效率。 突围要

点：学会管理时间，才能让你的24小时创造出比别人更多的



效率。时间对于“三跨”考生来说相当宝贵，专业课的复习

一定要早做准备，不能临阵磨枪。在每天的时间计划中，在

保证专业课的时间的同时，别忘了公共基础课也同样重要，

再苦再累也不要落下英语单词的记忆。 跨考专家提醒：哪些

是需要加试的情况 什么是加试？ 加试是针对初试过线(复试

线)后，跨专业的考生和同等学力的考生进行的。加试一般是

在复试之后进行，加试科目一般是2门，内容是所报考专业的

专业课，由招生院系自己命题。加试成绩是作为参考的，并

不计入复试成绩和总成绩。 跨专业考生需要加试吗？ 以各学

校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一般只要是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毕

业生，均不用加试。但是考上后有的学校要求跨专业考生必

须补选一定学分的专业基础课程。 同等学力需要加试吗？ 同

等学力是非本科、硕士生毕业生报考硕士生、博士生，以及

不具备硕士生、博士生学历的人员申请硕士和博士学位时的

必要条件。根据国家规定，对以同等学力资格(以报名时为

准)报考的考生(不含“MBA”和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一律

加试。复试时，要进行本科主干课程和实验技能的考查，其

中笔试科目不少于两门，每门考试时间为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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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