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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器。对于考研的人来说，对自己的备考计划有一个正确客

观的认识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每一年考研的大军中，总有

不少同学因为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在复习过程中没有做好充

足的准备，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上遭遇滑铁卢，以至于痛

失复试的机会，令人痛心不已。我们列举一些普遍忽略的考

研误区，希望大家作为前车为鉴，不要走入误区。 误区之一 

只有打持久战，才能获得好效果 很多都考生都认为，考研复

习的时间越早越好。刚进入大三，他们就开始着手准备，有

的人甚至在刚刚迈进大学校门时就抱定了一定要考研的决心

。但是不是准备考研的时间越长，越是持久，才能获得最好

的复习效果呢？ 其实不然。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备考时间的长

短和复习效果之间的关系，二者并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因

为准备时间过长，容易导致疲劳期提早出现。战线拉得过长

，很容易使你在学习时产生厌烦情绪。而且学习效率是一个

呈波动增长的曲线，如果你过早进入疲劳期，在考前的12月

份还没有从波谷调整出来，将会对紧随后的考试产生影响。 

一般来说，各学校的专业每年都会发生变化，在命题方向、

命题重点、热点难点上做一些调整，有的学校在制定参考教

材上也会有稍有的改动。考生要合理安排时间和规划方法，

正确指引，避免造成经济、人力和时间上的浪费，导致事倍

功半。 误区之二 跨专业考生会受到歧视 在考研的人群中，每

年都有不少同学对跨专业考研心向往之。跨专业考生最明显



的劣势就专业基础的薄弱，毕竟相对于“科班出身”的学生

来说，跨专业考生很多都只是在考研期间才开始系统学习专

业课，短时间内突击学习的效果不一定扎实。因此，跨考的

学生最担心的就是复试时会受到歧视。很多人都在听说了身

边的同学跨考失败后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想当然地认为

他们是因为受到歧视而被刷下。 其实，跨考的同学面对别人

失败的例子时，应该保持头脑清醒，这其中很可能是因为实

力不够的原因。跨考的考生“半路出家”是不争的事实，但

是专业基础上的劣势往往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复习来弥补的。

既然你能通过初试，就表明你在和科班出身的考生的竞争中

并没有落后。你只要能在复试中向导师展示出你在这个专业

上确实有足够的发展潜力，得到老师的信任和青睐，一般都

能被录取。 很多跨考过来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考研之初也因

老师可能会怀疑跨考生的能力而担心不已，后来才发现，其

实大多数老师都是会平等对待跨考生的。有的导师还认为跨

考学生视野开阔、学术思路活跃，比较热衷于招收跨考生。

比如英语、中文专业跨考新闻，数学专业跨考计算机等等。 

误区之三 哪个专业热门就报考哪个 在选择报考专业的时候，

很多考生都盯着热门专业扎堆报考，认为冷门专业的研究生

毕业之后不好就业，读一个热门专业将来找工作比较容易。

和高考时选择专业一样，每年都有所谓的“热门”、“冷门

”之说。其实，考生应该了解的并不是专业的“冷”和“热

”，而是自己究竟想学什么专业和适合学习什么专业。只是

道听途说，相信哪些热门专业工作待遇很好，就头脑发热决

定跨考，等到几年后研究生毕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

自己并不适合这个让人眼馋的行业，那时再改行就有点晚了



。所以考生在报考时一定要对选择的专业有一个客观、全面

的了解，必要时可以咨询专家。 误区之四 往年考过的题目不

会再考 历年考题是最能反映命题意图、命题意向的。而不少

人往往对历年考题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足够的分析。以英

语为例，其实所有的解题思路技巧、阅读方法都可从 50 多篇

历年真题中锻炼出来。数学、政治(尤其是材料题)也是如此

。而往往有人认为考过的题今后不会再考，看了也是白搭，

或者做了但不认真，马马乎乎。 其实，历年的考研真题都是

经过许多专家认真研究分析决定的，在把握命题思路和考察

方向的原则上每年都是一致的。而一般的练习题无论编者有

多权威，毕竟或多或少受个人思维约束，不能完全体现真题

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专业课的命题上，虽然每年的重点都有

所不同，但是根据笔者和很多考研过来人的亲身经验来看，

同一考察点重复出现的几率每年都会有，尤其是这门课的核

心知识，往往以变换出题角度和形式的方法来考察，这也是

众多跨考辅导老师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所以考生要学会分

析和利用历年试题，从中找出具有连贯性价值的信息。 误区

之五 迷信“权威老师”押题 每一年的考生中，寄希望于个别

辅导班，“权威老师”的预测，不仅英语作文，还有阅读，

甚至完型，希望能猜到的也大有人在。某某辅导班今年又押

中几题，某某老师的点题班预测到了英语作文题目，这类的

言辞经常会出现在各种辅导班。所谓的押题也是辅导班老师

根据个人经验作出的判断，即使今年他运气好猜到了命题热

点，谁能保证他明年也能押到？ 其实，考研是靠自己的实力

和正确的学习方法来竞争，不能靠机会运气，把希望寄托在

猜题和押题上，相当于是拿自己的前程去赌博。换一个角度



想想，考生和各家辅导班都在绞尽脑汁地押题，考研中心命

题的老师们同样是在千方百计地避免被猜到考题，辅导班有

“押题”，命题老师还有“反押题”。以政治考试为例，每

年考试的前几天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问答题、材料题命题热点

，最后在试卷上都鲜有出现。所以考生一定要全面扎实地复

习，不能寄希望于某某班某某人的押题。 误区之六 调剂院校

希望不大 初试成绩出来后，没有达到第一志愿复试成绩的同

学往往心灰意冷，认定自己读研无望而放弃了努力。其实在

第一志愿落选后，如果能及时联系，很多人都争取到了调剂

到其他学校读研的机会。其实，调剂并不一定就是退而求其

次，最重要的是你能到喜欢的专业就读，建议考生也关注一

些调剂信息，让自己多一次选择的机会。 考生在知道自己的

成绩达线后，要经常和所报考单位的研招办联系，尽早了解

能否被录取的信息，若不能被录取，就要及早与可以调剂单

位的研招办联系，看哪个单位能接收你，若有中意的接收单

位，应及时向该单位表明愿意调剂过去的意向，请该单位研

招办及时发函向你的报考材料所在招生单位(一般是你所报考

的第一志愿的研招办)取得联系，索取你的报考材料。在材料

转寄期间，考生应经常和两个招生单位联系，了解材料寄发

接收情况。 误区之七 参考书要常换常新 每个人考研的学习方

法和习惯不同，对参考书好坏的判断自然也有差别。考研时

，网上有不少人说这本书如何如何，那本书又如何如何，一

时间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让人拿不定主意。以政治参考书为

例，有陈先奎、任汝芬、高教版等多种版本，有的说这本好

，有的说那本好，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哪本

书都一样，没有哪本比其它有绝对优势的。每本书的内容都



大体相同，不同的是编排方法、配套习题和点评。另外，即

使有最好的书，如果你不会很好地运用学习，不懂学习方法

，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复习过程中，最好不要经常换书。比

如单词书，建议你就自始至终用你已经买好的那一本，即使

所有人都说这本不好你也要用下去。你可以在书页旁补充一

些你认为有用的、重要的东西。久而久之，你就熟悉了这本

书的编书思路，熟悉了书上的内容。如果一会而用这本，一

会儿又用那本，你遇见的永远是新的东西，怎能消化吸收？ 

误区之八 网上考研成功者的帖子都值得借鉴 网络是获取考研

信息的一个途径，很多考研的人都喜欢上网去各论坛看帖，

看看别人怎么复习，看看别人对某学校某老师的评价，看看

别人推荐的哪本参考书等等。网络是一个信息冗杂的意见市

场，看看别人的帖子无可厚非，但是千万不要人云亦云，看

到别人说某本参考书不好就认定此书一定不好，看到别人说

复习如何轻松就怀疑自己的实力。 每个人在网上发帖的目的

都各不相同，有的是真心分享经验，有的想炫耀自己，有的

想打击别人，有的可能出于商业目的。当你看别人的帖子时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作者的评价往往是以自己的水平

为基准，我们看帖时也不要轻易对号入座。 相关推荐： 研友

述说考研故事：专科考研一样赢得漂亮 2010年考研启程：给

自己备好“考研大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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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