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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后，有网友将近年各专业英语分数线进行对比后发现，

从2006年到2010年，英语分数线呈直线下降趋势。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考研英语越来越难了。此外，不少人感叹

，在准备研究生考试的过程中，自己在英语复习环节所花的

时间最多，而得到的分数却最低。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腾讯教育，对2003人（37.6％的人参

加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9.2％的有考研

经历者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到复习时间的一半以上，其

中13.6％的人选择“75％以上（含75％）”，45.6％的人选择

“50％~75％（含50％）”。此外，33.0％的人在英语复习上

花的时间在“25％~50％（含25％）”，仅7．2％的人选择

“25％以下”。 专家建议用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取代研究生英

语考试 “从我们专业来看，英语过线的人数达不到招生计划

要求的名额。”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

导师高德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部分高

校的专业来说，难度较大的英语在研究生录取中成了决定性

因素。英语不过线学生，即使再有专业发展潜力，也不能被

招进来。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指出，近年来由于

就业压力，考研人数大幅上升，使得考试不得不提高难度，

以便更好地发挥选拔功能。“但是，几乎各种选拔都要考英

语，而且英语在考试成绩中所占比重非常大，有点被过度重

视了。” “但我觉得英语很重要，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北



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董勋说，在学习中能

经常用到英语，比如很多先进的技术还是在国外，所以需要

阅读大量英文文献；他们向国外期刊投的论文也要用英文书

写；在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时，更需要用英语交流。 本次调查

中，40.7％的人认为，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对以后工作有用

。22.7％的人认为“用处不大”，8．3％的人认为“几乎毫无

用处”，还有28.3％的人表示“不好说”。 郑若玲表示，虽

然英语在学习和工作中有一定作用，但这与人们在英语学习

中所花的时间不相称，而且由于考试对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要求不高，不少人考了高分，学到的仍是“哑巴英语”。 她

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取消研究生英语考试，将目

前的公共英语等级考试成绩作为录取参考，英语分数不计入

录取总分中。同时，提高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中应用题的比例

。 “简单取消的动议还是谨慎为好，但英语考试应该改革。

”高德胜认为，把英语六级考试成绩作为研究生入学成绩参

考比较合适，因为它比较权威，和目前研究生英语初试的难

度也差不多。 “我们要发挥六级考试的最大功能，要不然学

生费劲考了六级，研究生考试再考，是对人力和物力的巨大

浪费。而且，有的专业完全可以不要求英语成绩。”高德胜

表示，英语成绩应只是一个资格性条件，录取时起决定性作

用的应是学生的专业能力。 本次调查显示，59.5％的人赞同

取消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以大学四六级英语成绩作为研究

生入学成绩参考。其中20.0％的人表示“非常赞同”，39.5％

的人表示“赞同”。16.7％的人持相反态度，23.8％的人表示

“不好说”。 考研最应该考哪几科 浙江林学院化学系的郭教

授一直为学生的写作问题头疼，“有些学生实验做得挺好，



但他们直接把实验结果列在文章里，也不管上下文是否通顺

，符不符合逻辑。我每次都花大量时间给他们改文字。这些

都是本科时就应该训练出来的能力。” 高德胜认为，无论做

什么研究，语言能力都非常重要。“但我们现在对中文的重

视不够，很多研究生要写篇文意通顺的论文都很难。此外，

逻辑思维能力也很重要，按逻辑规律思考，才能有真正可靠

的学术创新，学术研究才会向前推进。” “我觉得可以参考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即‘GRE考试模式’，将汉语与逻辑

结合起来，形成一门新的研究生考试科目，走出一条‘中

国GRE’的道路来。”高德胜还向记者归纳了他心目中的考

研模式，即：“英语（用6级考试代替）或其他外语（水平考

试成绩代替）＋汉语与逻辑（中国GRE）＋专业课。”政治

考试中的一些内容可并入逻辑考试中。 董勋则认为，数学和

逻辑最应该考。数学是理工科所有学科的基础，逻辑在日常

生活的各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包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处事的

态度。 郑若玲表示，语言能力是从事任何研究或工作的基础

；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则是从事相关专业研究的基础。所

以，研究生考试的重点应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中文与外语（

所有专业都应考）；二是基础课，如理工科、经济类等学科

的数学等；三是专业基础课。 除专业课考试外，考研最应该

考哪几科？调查中，排名第一的是中文（63.1％），排名第二

的是逻辑（55.4％）。接下来的排序依次为：数学（36.9％）

、历史（33.0％）、政治（31.3％）、英语（31.1％）等。 专

业课全国统考的利与弊 近年来，专业课考试纳入研究生全国

统考（即统一命题，统一划线）的学科不断增多。对此，47.4

％的人持“赞成”态度，21.4％的人“不赞成”，31.1％的人



表示“不好说”。 “专业课统考会更公平一些，就像高考一

样。”董勋说，如果各高校自主出考题，难免会发生内部泄

题、办辅导班等情况。 高德胜则不太赞同专业课统考。他认

为，全国统考会有统一的评分标准和答案。这样一来，考生

就要死记硬背，谁背得好，谁的分就高。有一年，高德胜参

加了教师资格考试的改卷工作，负责批改论述题。“当时的

评分标准是，答出哪句话，就给多少分，非常机械。” 郑若

玲认为，统考制度的确比高校自主考试能更好地抵御招生腐

败，但统考科目不宜过多，比如语言类课程与基础课必须统

考，但有些专业课，还是应该给予招生单位考试自主权。 本

次调查显示，62.3％的人认为，专业课全国统考有利于促进公

平，遏制招生腐败；42.5％的人担心会加剧“应试现象”

；37.4％的人认为，专业课全国统考会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

力；32.3％的人认为这不利于高校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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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