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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准备考研的一个重点，但今天跨考辅导曹老师并不跟大家

讨论怎么选导师，而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怎样通过各种渠道

来了解你未来的导师，用句网络俗语，就是如何“人肉”你

的导师。下面，仅就自己所了解到的知识在这里简单的谈谈

了解导师的“七种武器”。 1.通过学院或者实验室的网页。 

一般院校的研究生招生网页上都会有对导师的基本情况的简

介，通过研招官网我们可以了解导师的研究方向、承担的课

题、经费情况、实验室成员、发表的论文等等。有些实验室

网页上还有往届毕业生的相关信息（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个实

验室网站上就曾有过很详细的毕业生资料，甚至连手机号都

留下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实验室的毕业生的去向、

就业情况、学业完成情况和发表论文情况等等。 2.通过论文

数据库。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可以了解到导师在哪些期刊上发

表过什么文章，有些学校的校园网就开通了期刊网论文库（

比如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许多院校的图书馆的

主页里的搜索部分就是借鉴了这个数据库），只要在这些学

校里上网就可以下载到你所需要的各类论文，如果学校没有

开通论文库，也可以向自己在其他高校的同学求助。可能有

的同学觉得阅读这些论文没用，但一来通过了解这些论文，

以后跟导师搭讪的时候可以有意无意的提到他的研究方向，

可以增加亲近感，二来也对自己以后的读研方向有个感性认

识。 3.通过BBS。跨考一直以来就提及BBS的作用，同学们可



以去所报考院校的BBS或跨考论坛上去搜索，在那里会有一些

关于导师的讨论，更有相关的学习方法和应试技巧。(如北京

的水木社区、北邮人论坛、跨考论坛、一塌糊涂、科苑星空

等，武汉的白云黄鹤、珞珈山下，上海的日月光华社区等等

。) 4.通过已经毕业的学生。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实验室

毕业的学生，这是个很好的信息资源。如果你有师兄师姐在

你所要报考的大学（研究所）工作或正在读研，委托他们帮

助打听一下相关信息是很容易的，这也是相对而言更方便也

更可信的方法。 5.通过自己的老师。这一渠道虽然不适用于

多数人，但对于那些活动能力比较强，与老师关系很好的同

学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的老师与你所欲报考院校的

导师比较熟悉，可通过他了解导师的情况，如果老师愿意帮

忙联系，则更是锦上添花。一位同学当年考中科院的时候，

初试成绩不占优势，正好当时他们系邀请到北航的一位老师

给代课，该老师在课堂上曾经鼓励过大家考中科院，结果这

个同学找到了这位老师，请他作为自己的推荐人，给中科院

的导师写了一封推荐信，最后这位同学顺利考上了中科院。

当然，这样的事情有其偶然性，但想办法找自己的老师作为

推荐人去认识导师，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了解导师的方法

。 6.提前进入实验室实习。如果考生对自己的考试分数有信

心，最好联系导师所在的实验室，希望能在大三的时候就进

去实习。一般而言，如果自己的能力不错，履历也较有竞争

力，导师都会成全学生。提前打入内部的好处毋需赘言。 7.

现场观察。这是最直接的了解导师的方法。如果有可能，考

生可以到学校亲自听听该导师授课，从导师的讲课里可以看

出导师的性格、为人与爱好等等比较深入的东西。也许有些



导师从简历上来看似乎很受欢迎，但真要见到本人后，也许

你会发现他性格太严厉，或者感觉他们培养理念并不适合自

己。不怎么样，这样可以避免遇到不好的导师。 最后，跨考

的曹老师需要再跟大家强调两点：第一，了解导师没错，但

千万别采取过分的举动去打听导师的隐私，更不能在邮件交

流或者面试的时候说起自己知道他的一些个人私事，导师一

般都对这种事有反感抵触情绪。第二，了解导师只是我们备

考过程中所要做的事情之一，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环节，考

研成功的关键在于扎实的复习和出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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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