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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8046.htm 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一般包括专

业课笔试、英语听力口语测试和面试三个环节。我报考的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考核方式是专业课笔试加英语听力；3月

份赴京复试时另外申请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复试，考核

方式是面试加英语听力。幸运的是，我最终在两个学院都成

功通过复试。其实复试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把握了三个环

节的一些细节，初试中已经显示出相当水平的考生成功进入

理想的院校是不存在多大障碍的。下面就考生特别关心的问

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专业课笔试：好好利用历年真题 初试成

绩出来之后，我花了200多元购买了北京大学在校硕士的复试

资料，把复试历年的考题认真研究了几遍，发现历年复试考

题是高度重合的：往往一道题目三四年前考过的，现在又会

拿出来再考一次。如果你所报院系没有大的人事调整，近几

年的复试基本上也就是固定的几位老师命题，出题风格以及

考查重点上不会有太大的起伏，甚至很有可能就从自己的命

题库里随机调题，这样通过认真研究近十年的命题基本上也

就能窥见命题老师命题库的大概题型。当然，为了更好地预

测复试的笔试题目，考生应认真研读出题老师最新的本科生

上课讲义，还可以去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导师发表的文章，了

解其学术方向和重点研究问题。结合历年试题，能够做到更

有重点的复习。 听力考试：难度相当于大学英语六级 1.英语

听力重要吗？ 从分值角度看，相对于专业课考试与面试分值

，英语听力所占的比重很小。如北京大学研究生复试的听力



考试是全校统一考查，总分只有3分，相对于专业课笔试或是

面试来说，听力考试成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对于和北京大

学类似不要求听力考试必须及格的院校，如果时间真的紧张

，在听力这块投入少量时间甚至不予投入时间是合理之举，

虽然也有可能由于差0.1分拿不到学业奖学金。但是国内有些

科研院所、高校规定了英语听力的及格线，如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规定听力不及格不予录取，尽管分值低，却不可小觑

。 2.英语听力如何应对？ 根据我参加英语听力考试的经验，

北京大学研究生复试英语听力的难度相当于大学英语六级，

多练练六级听力就好了。考研论坛、免费考研论坛、知识宝

库复试交流板块的一些讨论也透露出其他院校的听力也大多

处于英语六级、托福水平。如果你有读完研究生之后出国的

打算，寒假期间把托福听力当作考研复试听力来训练也是不

错的选择。考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注意把握考研英语口语词

汇与场景词汇，结合各校考研论坛上师兄师姐透露的复试英

语听力题型，熟悉掌握英语语法与句式，确保听力考试及格

。 3.考场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多数高校复试听力时统一播

放听力磁带，不使用单独的小收音机或是电脑播放听力材料

，所以对习惯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考试模式的考生来说，

要及时调整听力习惯，避免到了考场出现听力模式不适应的

情况。此外，高校一般会在考研复试办法上说明听力答题的

时间，但实际上复试听力流程是不用那么多时间的。如北京

大学考研复试办法说明上的复试时间是30分钟，2008年考研

复试听力考核从发卷到收卷只进行了20分钟左右，所以考生

不能慢慢腾腾，一定要讲求速度。一般复试听力和大学英语

四、六级一样会发答题卡，铅笔涂写，考生一定要抓紧时间



填涂，复试听力收卷是不会拖延半分钟的！ 只要注意细节性

问题，平时打好听力基础，再加上合理作息、调整好心态，

复试听力应该属于考研复试中最容易啃下的一块骨头。 面试

：表现积极能带动考场氛围 面试的竞争虽然激烈，但站在哲

学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残酷的面试恰恰是初试发挥不佳的考

生一次个人表现的机会。机遇与挑战并存，面试能否取胜的

关键在于注意面试的一些细节： 第一，着装。很多人也许都

在网上浏览过面试衣着要讲究的一些观点，一致认为男生最

好穿西装，女生最好穿休闲装。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机

关，大学是自由开放的，只要着装能让自己看起来干净利索

、精气神十足就可以了。当然不排除理工科一些老师偏好严

肃点的学生，但这应该不是大多数。事先了解所报院系的老

师偏好，根据老师的偏好着装应该是一个理性选择。 第二，

表现积极。面试虽然是一个任何考生都会感到紧张的时刻，

但一定要学会镇静。面试考官往往都已经在当天面试了很多

考生，有时容易疲惫，这时可通过自己来调动面试考场的氛

围。如果表现积极一点，回答幽默一些，带动场内的氛围，

考官缓解了疲劳，就更容易对你青睐有加，你最终入围的希

望无疑也将大大增加。 第三，获得主导权。面试场上的主导

权不见得就是考官，至少考官提问的问题范围是你自己可以

选择的。既然不能装懂，那么就应该主动地把自己懂的知识

展现给面试考官。一个很好的技巧就是自我简介方面，谈到

自己的研究兴趣时，要提自己本专业掌握的最好的方面，一

般老师提问专业问题大多是根据你的研究兴趣来提。对于你

的研究兴趣一定要慎重选择，如果自己不太了解而仅仅是感

兴趣的方面，最好不要提及。有些院校要求在复试的时候提



交个人陈述，其中的研究计划方面是可以大做文章的，能够

很好的引导老师向你预想的方向提问。自我介绍的时候，除

了说清楚自己的基本信息之外，最好能着重说一下自己有哪

方面的特质是比较适合报考这个学校和专业的，导师可能会

比较在意这一方面。 第四，显示知识面。导师一般都希望能

够培养自己的学术接班人，所以他们都比较倾向于招收有研

究禀赋的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由于面对的都是国内的专

家，可能考生很难能够在专业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深度上面

做不了文章，那么可以换个角度，从广度上做文章，即向考

官表现自己知识面的宽广。我面试的时候在自我介绍这块强

调了自己对哲学与历史的喜爱，虽然报考的是经济学，本科

学的是金融学，但那场面试大半时间成了关于历史人物的探

讨。有些考生没有很好的将考官转移到其他非专业问题的讨

论上，结果很多人都败在关于专业知识的英语提问上。 申请

调剂：初试前就应该开始 申请调剂这个工作应该初试完后就

该开始了。我报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8年2月了解到2007

年凡是达到北京大学经济类控制线的考生均可同时申请参加

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复试，当时就做好了校内调剂的打算。

另外在网站上也了解到历年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等也接受报考北京大学等名校的高分考生调

剂本校同类专业。当时我初步做好了如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无法入围，同时深圳商学院调剂不成功争取调剂到其他学校

经类专业的打算。 初试成绩公布以后，即使初试通过了的考

生，也得关注一下调剂的机会，尤其是初试入围名单上排名

比较靠后的考生，毕竟各个院校大多是差额复试，个别院校

复试比例甚至高达2:1，申请调剂就多一份把握、多一个选择



。一般来说，达到报考院校校内控制分数线的考生，都有参

加校内调剂的资格。调剂申请应该积极主动，第一选择是所

报院校的其他院系的一些调剂机会，即使上不了原本喜欢的

专业，也可以退而求其次，调剂到该校类似专业。 初试分数

线未达到报考院校校内控制线的考生则可以积极联系其他院

校申请调剂，一般来说，最有可能申请到的调剂院校就是本

科母校。外校接收调剂一般都有一定限制，除了分数上的限

制，某些学校还有对考生本科院校出身的要求。如果你考研

报考的是“211”高校，只要达到国家线，几乎都有申请调剂

的机会；但是有些高校，如厦门大学就要求考生本科必须是

国内“211”高校出身。联系本科母校申请调剂的好处就是相

对于外校复试考生而言，自己拥有更多信息上的优势，在同

等条件下，本科母校大多更乐意接受本校毕业生。事实上，

调剂本质上是一种“补漏”措施，“门当户对”或“下嫁”

调剂成功的把握比较大。申请调剂的一个理性选择就是有针

对性的避免一些热门学校和热门专业。 一般各个院校的调剂

信息都可在网站查找，网络查询的优点就是信息比较广，花

费比较少，对于没有明确调剂院校意向的考生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现在很多教育类服务机构网站(如新浪考研等)

都在研究生招生期间开辟“研究生招生信息调剂”栏目，上

面不仅有一些院校部分专业所需调剂生的需求信息，还有专

门供考生发布自我推荐信息的板块。但是网络查询存在两个

问题：第一，信息反映不够及时，往往在等信息公布上网的

时候，很多其他考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该院校该专业

；第二，在招生信息调剂板块上登出的一些院校或是院校下

属的专业一般都是比较冷门的，对于考生的吸引力不大。如



果要及时获取相对比较热门的院校及专业的调剂信息，电话

咨询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对于有了比较明确的调剂院校意向

的考生来说，通过招生报考指南或是网络找到相关院校研究

生招生办的电话号码，依次进行咨询是最优选择。 “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只在一个点上。”俞敏洪在《赢在中

国》如此点评道。竞争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公平是需

要自己去争取和把握的，希望考生能好好把握考研的最后一

段旅程，最终赢在细节。 编辑特别推荐： 2010年考研复试资

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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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