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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GCT_E8_80_

83_E7_94_9F_E5_c77_646108.htm 第一：选择学校 目前，由于

工程硕士的发展速度较快，有极少部分学校把工程硕士当成

了“摇钱树”，不考虑本身院校的教学能力，大肆扩招，结

果导致教学质量的大幅下滑，让人不免产生有点“卖学位”

的嫌疑。 提醒各位同仁，在选择学校时： 一要看教课体系和

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些学校2天就上完一门课这种教学质量很

难保证。 二要看学校的优势学科。不同的院校，都有自己在

全国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专业。比如有些学校，本身研究这一

领域的老师也就四五个人，结果在全国招收1、2百名学员，

这样的师资队伍很难保证学生授课的质量。对那些只要出钱

就可以入学的工程硕士，报考者要三思而后行。 选择报考院

校的原则 1、就近原则 一般是在职学习，大多院校均采取周

末班和集中班，周末班形式居多，全年估计上30周的课，如

果太远，身体吃不消，成本太高。 2、“211”重点大学原则 

读工程硕士，无非一方面想学点东西，另一方面希望对以后

的工作、生活有帮助，那么找一个重点大学就读应该比较好

。毕竟师资力量、教学水平要强大得多，同学资源也更丰富

。 3、注意高校招生有限额的还是自主招生 如果某校限额招

生或者竞争激烈，那么考生要注意报考该校的风险性，一旦

被淘汰，意味着今年就不能上学了，因为工程硕士当年是不

能调剂的。 第二：选择教材 GCT教材和辅导书的选择对于复

习备考至关重要，好的辅导书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个人

体会是这样的。去年我开始准备复习时，同事向我推荐了清



华版GCT，教材内容精炼，难度适中，据说清华版GCT系列

从2003年工程硕士统一招生时就开始出版，到现在为止是使

用人数最多的教材，由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组编并指定为考生备考用书，编者大部分是清华大学教授

，有的编者是前命题组成员，个人感觉此系列书是一个不可

分割的体系，从第一轮复习的考前辅导教程到第二轮复习的

模拟试题与解析再到最后的综合模拟冲刺试卷，可以说是对

考生的整个复习备考过程量身定做。我能考到321分，与选择

对的教辅有很大关系。 第三：关于辅导班 一提到考试，似乎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不要参加辅导班，参加什么样的辅导班

。对一些人来说参加辅导班似乎就抓住了救命稻草，或者搭

上了考研的快班车，找到了一种心理安慰。到底辅导班有没

有用，我觉得应该从自己实际情况出发，综合权衡，我是7月

份参加了新阳光的GCT考前辅导班，从最后来看，感觉用处

还是挺大的，因为GCT考试本身是能力型考试，涉及的知识

面比较广，同时也涉及到知识理解和解题方法的问题，听一

听老师的讲解对自己会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尤其是对于数学

，考试内容跨度比较大，从小学考到大学，而且考的试题都

比较灵活，对于从事工作几年的朋友来讲，除非数学功底着

实了得，复习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而通过辅导班老师的画

龙点睛，顿时感觉是豁然开朗啊，那个激动啊！ 分阶段复习

计划 虽然考生基础各有不同，但依个人经验，从5月底开始

大部分备考生应该进入到第一阶段的复习，合理安排复习节

奏，打好第一阶段复习的基础，成为整个复习的重中之重。 

第一阶段的复习主要内容应当是课件＋教材，习题没必要过

多，更没必要做太多的习题，掌握知识是最重要的，这一阶



段应当定位在“准确”上面，而不必刻意追求速度，因为即

便是你速度再快，没有准确率做保障，结果未必理想。 这一

阶段持续时间可能较长，第二阶段的复习任务将是在准确的

基础上提高速度，以做题为主。所以，如果你从6..1开始复习

，可以用2-3个月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 这个阶段复习合

理安排复习顺序非常重要。以逻辑、英语、数学、语文这样

的顺序安排更显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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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