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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8276.htm 一、通过互联网了解报考院校专

业设置与导师基本情况。 通过万学海文多年辅导工作经验的

了解，绝大多数报考外校的考生由于主客观条件，对所报考

的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导师缺乏必要的了解，不了解学校某学

科的基本设置与学术力量，不知道导师研究领域与主要成果

。因此，虽然一些考生也被录取了，但对今后学习会带来一

定负面的影响。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比较容易解决。现

今网络资源十分丰富，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查找并了解某些学

校、某些专家学者的情况。例如，到所报考的学校网站查找

该学校某专业设置与招生数量，了解导师的基本信息与学术

力量的基本情况。若对某位导师有兴趣，还可通过“百度”

进行搜索，或许会得到更多资讯。同时，可以通过比如中国

教育在线等某些专业网站获得大量信息。 其实，作为导师，

也希望考生能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一个基本了解，这样对招

收学生与指导他们的学习更为有利一些。但是，招硕士与招

博士不同。大多数导师招收博士生，会将考生限制在一个比

较小的范围中选择，事先通过各种渠道对应考学生进行了解

，甚至还要求考生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寄来阅读，以便

确认其有无培养前途。而招收硕士生情况则大不相同，若非

本校考生，导师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报考、无从确切了

解报考者的基本情况，师生双方在复试前都十分陌生，既不

利于导师选择学生，也不利于学生正确“推销”自己。 据万

学海文调查，绝大多数导师十分愿意在招考前了解考生，以



确认考生有无培养前途。但是，由于他们教学、科研工作十

分繁忙，没有时间、精力与考生进行大量的联系沟通，因此

只得采取回避措施。如此，师生双方无法进行有效地沟通，

导致导师盲目招生、考生盲目报考的情况，甚至入学后导师

在培养学生过程中产生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报考前

与导师进行有效沟通很有必要。 二、联系导师要注意方式、

方法 考生虽然确实有必要与导师联系，但一定要注意方式。

例如，一些求学心切的学生会反复打电话与导师联系，假如

有若干位这样的同学与一位导师联系，那么就会影响导师的

教学科研工作的进行，乃至影响导师的正常生活。比较合理

的联系方式是通信。学生可在信中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如

姓名、年龄、性别、毕业学校(历届生可介绍工作单位与经

历)、本科所学过的主要课程、毕业论文题目与要点、曾经阅

读过的主要书籍等。若导师有兴趣，便会与你联系，一旦该

考生进入到复试阶段，成功率会高一些。例如，去年某高校

就有一位导师，在与调剂考生进行联系时，发现该生大学毕

业论文与自己的研究课题完全一致，马上要求该生把毕业论

文寄来，阅读后十分满意，最后的结局是双方都希望得到的

结果。 一些考生通过种种途径得知导师的联系方式，便会想

方设法了解某些信息。作为导师来说能理解考生迫切的求学

心情，但决不能容忍过分的要求。例如，一些初试合格的学

生，会通过电话、邮件、乃至导师的同事、熟人来了解复试

的内容、复试导师的组成等等。绝大多数导师对此是反感的

，因为这不利于了解考生的正确情况、不利于选择自己所需

要的学生、干扰了正常的招生工作。据了解，大部分导师不

但不会泄漏复试内容，反而对这些考生会有一些抵触反感情



绪。还有一些考生反复询问复试的方式、复试的项目、复试

参考用书等，其实这些内容在招生简章上都十分明白地刊登

着，考生自己不查，反而要求导师来解答或告知。这对考生

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你自己都不会查阅有关公开的、十分容

易查阅到的资料，今后如何去查找更为难找的资料呢?这类学

生的能力往往会受到导师的怀疑。我对这类学生的回答一般

是：自己去查招生简章!在我看来，到了复试阶段，考生最好

不要与导师联系，凭自己的真实本事来竞争最好。 也有个别

考生还会打听该专业毕业后寻找工作的情况。自然，寻找工

作确实是考生的“头等大事”，但作为导师来说，更注重考

生对学术的追求，因为他们是知识传授者而非工作介绍者，

如果读研就是为了留在大城市、为了寻找工作，那么你不必

来参加考试，你干脆直接去找个工作得了。 综上所述，考生

在与导师联系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以免弄巧成拙!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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