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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始热闹起来。对于考研人而言，辅导班既意味着考研成

功的希望，同时又意味着时间成本和资金投入的现实存在。 

“考研辅导班，上还是不上？”这是个问题。如今，分布在

全国各地的辅导班不仅造就了考研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还催生了一场关于考研辅导的“价值辩论”。在一次次辅

导班授课的背后，有人顺利地实现了梦想，有人赔了金钱又

搭上时间；有人笑得合不拢嘴，有人哭得泪成了雨。考研辅

导班，究竟该不该报？如何理性地选择和报读？为此我们走

访了各大考研机构，请业界人士和考研过来人为大家把脉：

考研辅导班市场究竟“水深几何”？ 扫描：考研辅导班面面

观 在考研热度居高不下的今天，考研辅导班市场可谓群雄逐

鹿，硝烟四起。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类： 专业课辅导

班VS公共课辅导班 考研辅导班主要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两种

类型，公共课的辅导班在国内已形成几个大的品牌，他们平

分秋色，各有自己的“阵地”。 大多考生根据自己偏好的辅

导老师来选择辅导班。在政治课方面，有任汝芬老师。英语

课方面，“新东方”团队，“新航道”的胡敏老师， “导航

”的王若平老师，实力都很强，。数学课方面的常青树就是

“文登”，当然“文都”也有蔡子华、李永乐老师等。 专业

课辅导班，统考课方面有很多的专家和老师，通过他们的辅

导能高屋建瓴地把握考试，抓住知识的重难点。2007年教育

学、心理学、历史学，2008年农学，2009年计算机实施全国



统考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专业课辅导班有很

大的号召力，毕竟大纲的编写者主要来自于这些院校。非统

考专业课方面“跨考教育”拥有专业的师资团队，实力很强

。 随着近年来统考政策的实施，不少考研辅导机构也纷纷开

设专业课辅导班，但是，目前国内专门做专业课的辅导班并

不是很多，有如北京的“跨考教育”，“嘉华三人行”（依

托北师大的专家资源）、“博仁”、“凯程”（主要由研究

生讲课）、上海的“新祥旭”等，同时“海文”等也开设了

专业课辅导。 以专业课辅导为主的考研辅导机构和以公共课

辅导为主的考研辅导机构相比，前者的专业课辅导的师资相

对过硬，更注意学生复习的专业性，后者则在公共课辅导方

面占据优势。 春、夏班 VS 秋、冬班 春季班（基础班） 春季

班一般在每年的4、5月份开课，班期比较长，针对考研入门

级的考生。主要目的在于把课程讲深讲透，及早指导考生进

行自我复习，掌握复习方法，避免第一轮复习走弯路，为将

来的复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一般使用教材类辅导书。 （复习

重点提示：此阶段请精读各门参考书1-2遍，就能跟上老师讲

课的进度。） 暑期班（强化班） 暑期班上课时间一般从7月

中旬到9月，使用教辅类书目。根据最新考研大纲，精要解析

大纲知识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解析疑点，强化基础，

形成理论构架。 （复习重点提示：此阶段请依据新大纲，参

阅教材，整理自己第一轮的复习笔记。） 秋季班（冲刺班） 

秋季班一般在11月或12月开课，一般使用题库类辅导书。包

括对整体内容的串讲，对各学科重要知识点的总结，强化重

点，精选考点。除此之外，往往还穿插对重点题型答题技巧



的点拨，增强实战经验，查漏补缺。其中政治时事综合讲评

是重头戏，这对于政治基础较弱的考生更有帮助。 （复习重

点提示：此阶段请结合老师的讲解和自己的笔记，进行习题

训练，以形成知识体系。） 冬季班（模考班、点睛班） 模考

班、点睛班一般开班于考前7－10天，使用模拟试卷类辅导书

。模拟训练以便提高考生的实战经验和保持应试状态，利于

进行查漏补缺。同时全面挖掘考试重点，根据最新消息，直

击考点，分析各考点易出题型，指明答题思路技巧，强化训

练。 （复习重点提示：此阶段请回归课本及笔记、讲义，查

漏补缺。） 面授VS远程 面授班一般在高校集中的大城市都有

。其优势主要是可以跟老师适当交流；在专业课辅导班上面

授课时可以认识专业课老师，也就有机会联系到合适的导师

；最后面授都有一个较好的学习氛围，督促学习，上课认识

的研友还可以互相交流学习。 远程班主要是针对辅导班外省

市的学生，上课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形式和费用不同。它的

优势主要是费用相对较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同

一节课的录像或者音频可以多次听等等。 透视：辅导班的“

喜”与“忧” 辅导班价值所在直接VS间接 目前许多有经验的

考研辅导专家都对考研命题趋势等有很深的把握，一些比较

正规的考研辅导专业机构也投入精力研究考研。这样，辅导

班往往能使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考试重点，使复习更有

计划性、系统性，并掌握实用的答题技巧。专业课辅导还可

以通过老师引导，从知识本身联接到相关学问，有利于学科

素养的培养，为将来读研作好准备。 辅导班通过授课和习题

练习，“强制”考生学习，能营造出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

，有利于考生抓紧时间，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复习。考研



就像打仗，辅导班可以让考生有“集体作战”的感觉，大家

可以相互探讨经验，还可以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有压力就有

动力，这样能把考研坚持到最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于显洋认为，参加辅导班客观上需要学生付出相当多的精力

和金钱，这种行为本身会激发他们考研的决心和毅力，对考

取研究生这一终极结果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能将信息

优势转化为心理优势。很多辅导班的名师在课堂上传递给学

生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听讲的学生可以获得一些信息上的优

势，从而获得自己心理上的优势。 火眼金睛辨真伪绕开美丽

陷阱 信誉好、资质佳的考研辅导班能成为考生的“好帮手”

，但另一些考研辅导班则可能让你掉入“陷阱”。目前市场

上有一些考研辅导班，办班水平参差不齐，却在招生宣传上

故弄玄虚，值得大家警惕。以下是几个辅导班宣传用的“关

键词”，最容易让考生“看花了眼” 命中率 只要资料涉及其

一，即视为命中？ 命中率在网上搜索“2008年考研命中率”

，你就会发现好几个考研辅导班的信息，部分学校还附有“

命中情况对照表”，摘录如下： “XX考研政治直接命中率

达96%，命中最后6道大题、原题命中部分选择题，直接命中

数一至数四累计487分，命中率达90%，直接命中考研英语大

、小作文及间接命中部分阅读理解题。”“XXXX公共课押题

命中率98%以上，考研政治的6道大题全部命中，英语大小作

文全部命中。”⋯⋯ 2006年，一记者针对一所学校“命中政

治试题97分”的情况进行探查。该校列举了与“命中”有关

的4本资料，全部被命中的37道真题各自对应哪本资料的第多

少页，在对照表中都有说明。记者花了3个多小时将2005年政

治试题和4种辅导材料对照比较，总体结论如下：“这4本资



料涉及到了考研政治的方方面面，能因此就说命中了题吗？

按照这种说法，考研政治大纲和几本考研要求看的政治书都

是100％的命中率。而其中所谓的‘详细阐述，直接命中’大

都只是辅导材料中的某一块涉及到了试题的某一方面，而很

少针对要考查的内容做出专门和全面的阐释。有的知识点需

要综合好几本资料才能归纳。至于‘课堂重点讲解’而‘命

中’的情况就无从查起了。对多选题和主观题的‘命中’，

对照表中并不能指明资料中提供的哪个观点或原理能使考生

拿多少分。如对于多选题，少选或多选即为错误，但只要资

料涉及其一，即视为命中。” 通过率 “通过率的统计基本没

有操作的可能性” 有些辅导班利用了大家对数字敏感的心理

，夸张了考研的实际通过率。比如，某培训机构曾表示自己

在“2006年的通过率是71％，2007年的通过率是81％，2008年

的通过率是95％”。数学辅导专家陈文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

访时说：“实际上，学生的整体通过率是不可被计算的。考

高分的学生也许会向辅导班反馈自己的成绩，但是那些考得

一般或不好的学生是不会透露消息的。另外，各考生报考的

学校不同，如果没有考生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很难得知

学生的具体成绩。每年的考生人数过多很难统计。也就是说

，这种统计基本没有操作的可能性。” 新东方学校国内考试

部主任周雷认为，说押题率高根本就是在吹牛，也许他们统

计的是事实，但这只能是一个粗略的计算：辅导班老师按考

试大纲讲课，内容自然都和考试有关，考点也都在考试大纲

中，如果只要沾边就算押中，说押题率是100%也可以。“考

生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对考研辅导班的依赖是导致考生轻信押

题的直接原因。”周雷介绍说，“从以往考研成绩较好的同



学来看，不上辅导班也完全可以考得很好；真正考好的同学

都不是靠押题成功的。所以考生不要迷信押题率，要把复习

重心放在基本素质的训练上。” 多年担任研究生入学考试政

治理论阅卷组、命题组专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海军老

师特别提醒考生不要迷信所谓的“专家”押题，因为按照教

育部的有关规定，出题老师是绝对不允许参加辅导班讲课的

，考生不要被那些广告上动人的“保证”所迷惑。 不打好基

础，上个辅导班就能考好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的几

率微乎其微。押题是有局限性的，现在的试题都非常灵活，

辅导班老师只能帮助学生掌握应考知识范围，完整的原题命

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迷信那些押题、命中率的承诺

，碰上了算走运，一旦失误损失的是考生自己，而办班者却

不用负任何责任。 此外，由于今年考试复试权重加大，如大

家一味参加辅导班，整天只想着怎么押题、猜题，即使过了

初试，也很难通过复试。因此，希望同学们能多花时间和精

力研究课本的内容，而不是去想怎么投机取巧。 “名师” “

名师”之“名”不可轻信 现在的辅导班市场，除了一些大规

模的、品牌的辅导班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辅导机构。有很

多辅导班将自己的老师自诩为“考研大师”、“连续X年担

任国家命题组组长”，不可轻易相信，毕竟名师少而考生多

。有的辅导机构对授课教师进行一番包装，如在招生宣传中

称某讲课老师为“微积分之父”、“政治第一人”，将本是

副教授职称的老师写成教授，将普通的高校教授宣传成某系

的系主任，甚至加上享受国务院津贴、某科目命题组专家、

国外知名大学客座教授等荣誉。这种言过其实、大肆美化教

师的做法在目前考研培训宣传中并不罕见。也有不少考生到



上课时才发现老师不是当时承诺的名师或所谓的“名师”也

不过如此。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一个名师在一个城市一般只

停留2天左右，随后就赶往下个城市，他们如同“空中飞人”

，频频在城际间赶场授课。有的名师上课迟到（刚下飞机）

，讲课极快，下课提前（赶下一班飞机）（百考试题）。有

的辅导机构授课老师分身乏术，便提供“远程教学”，在教

室里搞“集体视频”，而报名时培训机构并未说明是视频教

学。 “高校牌子”或“内部消息” “内部消息”是招揽生源

的手段？ 目前，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中，公共课为国家统

考形式，专业课（除统考课外）则为各招生单位单独命题。

为骗取考生信任，一些考研辅导机构往往“挂羊头卖狗肉”

，私自打起高校的牌子。其实，教育部早在2004年就发布了

招生单位不得举办针对统考、联考以及自命题科目的考研辅

导班的通知，所以考生一定不要上当。 2008年，教育部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考研辅导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考试

大纲编写人员、命题人员不得公开其参与命题、考试工作的

身份或以考试及命题参与者的身份从事教学、学术及各种社

会活动，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补习和辅

导活动，不以任何形式透露试题的内容、命题工作情况和从

事有关考试内容方面的任何咨询。所以，考生在报班之前一

定要询问仔细，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规范的辅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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