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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研学子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专家解析报考专业的原

则和方法： 一、专业划分 1、热门专业。热门专业主要指那

些切合时代热点，社会需求强劲，因而显得就业前景灿烂的

专业。这样的专业还是很多的，例如建筑、土木工程、微电

子、计算机、生物工程、药物化学、财经金融、贸易、会计

、民法、经济法、新闻传播等等。这些专业最大的特点往往

是报考人数爆满，因此竞争激烈，考录比往往达到10：1以上

，实际录取分数线也往往比全国最低线高出好几十分，别的

专业第一、第二名的分数，很可能在热门专业里面刚够排队

资格。 2、冷门专业。传统专业主要指那些由于社会总体需

求量有限，或者从事的研究比较“冷”，跟社会热点不合拍

，因而似乎“钱”景暗淡的专业。常见的如文学、历史、哲

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冶金、地质等等。需要指出的是

，冷门专业之所以“冷”，其原因是大不一样的，性质也就

不一样，需要考生认真分析，不要盲从随大流。一种是专业

本质上就不可能“热”，例如文学、语言、历史等等，绝对

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领域，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热过，

在将来也肯定热不起来：二是由于专业设计不合理、师资老

化、知识结构陈旧和课程僵化过时而造成的“冷”，例如有

些学校的党史专业等，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继续冷下去；三

是由于社会特定发展阶段诸多不正常原因造成的“冷”，例

如教育专业等，一旦社会正常了，由冷转温甚至转热是必然



的；四是专业设置比较超前，社会需求暂时还未充分开发而

显得“冷”，例如心理学等，当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了，对这

类专业的需求也会转旺。当然，冷门专业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竞争不太激烈，考取比较容易。另外，许多冷门专业知

识积淀深厚，教学体系完备，治学要求严谨，很适合于有研

究学问的考生。 3、新兴专业。新兴专业就是那些过去比较

默默无闻，现在由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而迅速“窜红”的

专业。例如保险精算、行政管理、社会学、城市与环境科学

、宝石学等等。这些专业就业前景比较广阔，同时兴起久，

报考人数一般也还不太多，从而竞争程度要小一些。 二、如

何选择专业 1、分析外界环境。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

明显看出，划分所谓“冷热”的最主要依据无非就是当前社

会需求和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对比关系。而稍有经济学常识

的同学都知道，供求关系总是不断变化波动的，因此专业冷

热也绝非一成不变。某些专业今天很热，大家一窝蜂去学，

几年后人才饱和，风光不再；还有些专业是因为社会经济某

一方面突然畸形增长，导致“泡沫需求”，一旦泡沫破灭，

热度就可能跌到冰点，例如前几年房地产人才需求。需要提

醒大家的是，报考志愿和将来毕业就业这中间隔了好几年，

存在一个时期，因此仅仅看到眼前的热度就跟风的做法显然

是不够明智的。选择一个好专业，还要靠自己动脑筋。那么

如何作出正确的判断？ 2、首先要把握经济和社会的宏观走

势，判断社会各行业微观需求。例如，未来经济的发展大方

向是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因此计算机类、新闻传媒

类等人才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都是走俏的。再比如，中国目

前第三产业急需发展，那么象金融、贸易这类人才短期内也



难吃饱。 3、其次要了解行业特点，分析需求总量。有些行

业伸缩性很大，向其它行业渗透也很厉害，因此很难“饱和

”。例如法律专业，随着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不仅司法部门

，其它各行业对专业法律人才的需求都在逐渐增加。相反，

其它一些专业性比较强、分界明显的专业，就总会有饱和的

时候，例如会计人才。这时，你就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些专业

目前缺口大概多少，每年毕业量又有多大，短期内会不会出

现人才过剩。 4、再者可以参照国外情况。尽管社会制度不

同，但各个国家的社会在发展的近似阶段对人才的需求还是

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发达国家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

的明天。他们今天的热门行业，可能就是国内数年、十数年

后的热点。例如，西方的心理咨询业务很火爆(911事件后更

是如此)，而据专家估计，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其实一点也不

少(有报道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自杀)，等再过十数年，情

况可能就大不一样。 5、最后必须了解专业办学情况。许多

招生单位的所谓热门专业其实根本就不具备起码的师资、经

费和经验，仅仅为了赶时髦就开张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误人子弟。前两年就有些小城市的师范学院开办什么国际

金融等等。这种专业，考进去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耽误时间

；等几年后毕业，它的名声已经臭了，反而会连累你。 三、

挖掘自身素质 在对各个专业有了大概了解的基础上，还要深

刻地认识自己，不仅了解自己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等各方

面的长处和短处，同时也要看清自己的客观需要。归纳起来

，就是这样几条原则：兴趣第一、扬长避短、考虑需要。 1

、兴趣是选择专业的首要因素。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一生都

要和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打交道的话，那么会过得很难



受；另一方面，兴趣也决定了你能不能有恒心毅力坚持考研

复习、并保证高效率。调查表明，强打精神的复习考研，最

后大部分是考不上的。 2、学科基础。基础主要指考生自己

长期以来在某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如果从未接触过

计算机，数学又没学好，现在却非要报考清华计算机专业，

那么只能是“壮士一去不复还”。通常，理科学生考文科研

究生相对容易一些，反过来则几乎不可能。 3、学习实力。

虽然我们常搬出愚公移山的例子来证明“有志者事竟成”，

但实际上在有限的复习时间里去和那么多同样优秀的人竞争

，光有志气是远远不够的。逻辑思维不发达，考哲学就是受

罪；空间想象能力严重缺乏，报建筑设计也是不自量力；大

大咧咧、丢三落四惯了，报会计就得掂量掂量。必须记住，

报考研究生其实是自己和自己竞争，通过努力自己能否达到

第一志愿学校的要求。考研不是斗气，不能看别人考什么专

业，就抱着“凭什么我就不行”的想法。孟尝君养士三千，

封侯拜将之才有之，鸡鸣狗盗之徒亦有之，可是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特长，谁也代替不了谁，都能做出大事业来，人生之

中，大到事业是否成功，小到考研是否顺利，都要看能不能

很好的扬长避短。 4、性格与抱负。有一种说法叫“性格即

命运”，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性格和抱负起码在未来的

职业选择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非常

重视物质享受的人会一辈子献身于枯燥而挣不了什么钱的古

代语言研究。你的性格是好动还是好静，你能不能抗拒外界

诱惑专门搞学问，你是很重视物质上的享受还是更看中精神

上的愉悦，我是怀着鸿鹄之志而甘愿忍受“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还是只想找个不错的工作拿份不低



的薪水。请注意，我们在这里不是作道德评价，不是说哪种

性格好哪种性格不好，哪种抱负高尚哪种抱负庸俗，而仅仅

是强调性格与抱负一定要和专业、职业相吻合，这样才能少

走弯路，少受痛苦。 5、家庭与其它负担。这主要是因为不

同学科和专业之间就业率相差很大。例如据调查，本科毕业

生中的政治学、林业工程、材料、仪器仪表等学科即时就业

率在90%以上，而体育、植物生产、水产、中医学、农业经

济管理等就业率低于50%。研究生毕业时的情况虽然要好些

，但总体形势也仍然如此。如果家庭原因或个人原因(比如你

大学期间贷款上学)使得你负担很重，要求你必须尽快取得一

份薪水可观的工作，那么你即使疯狂地热爱文学，恐怕也不

得不暂时扭曲一下自己的兴趣等等。毕竟人生除了自由发展

外，还有许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6、是志在必得还是后路

宽广。也就是说，你是否非考上不可，还是仅仅想开辟一条

更好的路。假如本科毕业后工作无忧，你大可选择一个自己

最想去的专业拼一把，成则更好，不成也无所谓，大不了上

班去。要是你的全部希望(例如留在北京工作等)乃至全家老

小的幸福都指望这次考试了。你的专业目标就别定得太高，

稳妥一些，为自己增加取胜的概率。 四、报考专业三忌 许多

考生由于经验不足，或者对社会、对自己缺乏一下正确的认

识，在选择专业上常常犯很大的错误，而这错误一犯，往往

就影响终身，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将考生在选择专业是常

见的几种毛病列举一下，或能给大家提个醒，注意避免。 一

忌：鼠目寸光。判断专业如何，就业前景好坏，是否有市场

，只盯在鼻子尖上。时间过得快，专业兴衰更快。几年工夫

，足够从大红大紫落到无人问津。大三在选择志愿的时候起



码要大概地看到5年以后(研究生毕业时候)专业的发展趋势。 

二忌：人云亦云。自己对自己缺乏认识，没有判断力。明明

读懂一个法律条文都要花上半天，看到别人一窝蜂报法律，

自己也要去凑合热闹。 三忌：过于急功近利。绝大部分情况

下，选择专业其实主要依据的就是“功利”标准。但凡事不

能过头，太急功近利反而欲速则不达，因为那样会蒙蔽你的

眼睛，造成专业选择上的失误。 相关推荐： 考研暑期复习：

消除眼睛疲劳小妙招 考研复习忠告：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专家推荐：2010年考研备考时间表 考研“基础薄弱考生”种

类及暑期复习对策 考研人须知：考研暑期复习疲劳自我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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