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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8574.htm 在确定了自己要考研后，我们还

会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继续留守本专业还是跨专业呢

？不妨来听听跨考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专业跳槽”计划。 据

了解，很多学生“专业跳槽”，有的是为了重新选一个热门

专业给将来就业加砝码，有的是为了圆自己的兴趣梦，有的

则是为了摆脱自己原来的专业背景。对于跨专业考研，很多

大学教授表示欢迎。南大一位研究生导师说，除了一些专业

性强的专业需要严谨的专业储备知识之外，不少应用专业同

样适合跨专业学生报考。现在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

越多，学生有多学科的背景是好事。专家也提醒，转专业切

忌盲从和投机，有的人考研三年，专业换了三次，每次都不

成功，就是投机心理在作怪。 专业之间的转换： （1）文科

与理工科、医科之间的转换 文科与理工科、医科专业之间的

转换，是所有专业间跨度最大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文科属

于社会科学，理工医科属于自然科学，两者的学习和研究虽

然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有某些共同点，但总起来说是差异很

大的：首先，文科的思维方式比较灵活自由，偏感性；而理

工医科的思维方式更有条理性和规范性、更偏理性，因此文

科生选择理、工、医科非常不占优势；其次，文科专业靠长

时间的积累，理工医科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文科专业学

生的知识水平，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把握文

科专业内在的理论框架，也更加需要一种悟性。这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2）理工科与医科之间的转换 理工科



和医科专业之间的转换跨度风险相对小一些。虽然都属于理

性思维方式的学科， 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性强、应用性强、

操作性强，而且还需要严密的科学规范，所以这些专 业的学

生最好还是继续攻读本专业，如果换一个领域，精力会不易

集中。 （3）文科专业内部间的互换，理工科专业内部间的

互换 文科专业、理工科专业内部之间的转换，是专业选择里

难度系数最低、跨度风险最小的。大学科门类一致的情况下

，学科内的知识是相通的，也有诸多共同点，所以在学习方

法模式和形式上都是比较相似的，因而挑战性也小了很多。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

况出发，以兴趣点为导向，准确为自己定位。 现在考研人数

逐年增加，考研市场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考生还是要以大局

为重，全面的分析。不能存有侥幸心理或只偏重于热门学科

，忽略冷门专业；也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盲目跟从。 

除非你是特别想换专业，并且对你所感兴趣的专业有一定的

了解和功底，否则放弃跨专 业报考并非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

。毕竟放弃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新的学科知识、新的学

习方法，不是你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能掌握并运用自如的

。而因为面临种种这样的情况，跨专业考生会处于劣势，因

此，如果非要跨考，那么跨考专家建议你所选择的新专业最

好是曾经修过的第二学位，或是你平时关注较多，与本专业

关联性很大且有非常感兴趣的专业，这样复习起来会比较轻

松容易，跨考的难度也不会很大。 报考指南：#0000ff>考研

备考时间表|#0000ff>考研入门指导及报考流程详解|#0000ff>考

研报名专题|#0000ff>考研报名专题|#0000ff>考研院校与专业选

择专题 更多信息请访问：#ff0000>百考试题考研模拟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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