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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6_8C_87_E5_c73_648723.htm 文史哲等文科专业的

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处境艰难，许多该专业的学生欲通过

考研这块“跳板”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虽然读研为文科生

提供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但是如何实现这个华丽的转身

，却需要仔细进行策略和战术分析。跨考教育辅导专家认为

具体到专业的选择，可以结合个人条件、文史哲的学科特性

仔细甄别，此外，给广大考生提供三个选择思路。 思路一、

选择本学科内个人兴趣较浓的二级学科 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

，不少同学对文史哲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部分学生适

合继续在本专业深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二级学科方向

。比如喜欢中国哲学可考虑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喜

欢先秦文学可考虑攻读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对中国近现

代史感兴趣的学生可考虑选择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普通学

校的文科学生可以争取到“985”名校深造，一来可以改善自

己的知识结构，二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值得注意的

是，北大、人大、北师大、复旦、中大等知名高校文史哲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并不低。 思路二、选择本学科内实用性

比较强的二级学科 文史哲作为基础学科，总的来说实用性不

强，与社会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近年来，文史哲的学科建

设有了许多新发展，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兴起了了一批边缘

学科、交叉学科，比如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管理哲学等。

虽然这些学科还是在大的文史哲学科框架类，但是和社会实

际联系非常紧密，而且是因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产生的，



发展前景很看好。如果文史哲专业学生对于跨一级学科考研

信心不是很足，但又不愿意继续纯粹学习理论知识，那报考

本学科内实用性比较强的二级学科是风险较小且前景不错的

选择。 中文：21世纪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有两个来自应用层面

的推动力，一是对外汉语教学，另一个是中文信息处理。孔

子学院在海外的蓬勃发展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热情的高涨，

直接导致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力量的巨大需求。国家汉办每年

都招募大批对外汉语教师派往国外，对外汉语专业对于中文

系学生来说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外，应用语言学、影视

文学、戏剧文学也都是很好的选择。 历史：历史学的学生可

以选择考古、文博方向的专业。考古确实比较苦，但是也绝

对不是社会上传说的整年风餐露宿、饥寒相伴。国内能够开

设考古专业的学校很少，且大多是名校，学生的数量也很少

，甚至尚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可以预见，考古方向的研究

生的出路是很不错的，只有有耐心、信心、决心，绝对能够

成就一番事业。至于文物鉴别、博物馆管理的前景，不用多

说大家都明白，只要你功夫深、底子厚，就可能成为抢手人

才。 哲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在哲学一级学科之内的选择空间

也非常大。哲学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伦理学

在社会中的需求比较大，考生绝对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是

我国的立国之本，各级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国企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生的需求始终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每年各

地招录公务员大多都有岗位特别要求马哲专业。随着我国经

济水平的提高，艺术、文化市场也水涨船高，相应地对拥有

较高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的从业人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近

年来，“文化创意产业”的提法非常响亮，甚至被学者誉



为21世纪继金融业之后的最后一个朝阳产业。北大艺术学院

由著名美学家叶郎担纲推出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方向的研

修课程；人大哲学院也由文艺学专家金元浦和美学学者牛宏

宝担纲推出了“美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生课程班。因此

，具有一定文艺修养的哲学专业本科生不妨选择美学作为考

研的方向。此外，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等新兴学科的前景也

比较看好，哲学系的学生可以多做关注。 思路三、选择与本

学科联系紧密且感兴趣的专业 首先要强调一点，“与本学科

联系紧密”这个提法是相对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整个

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具体

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生绝对不可以在对文史哲和其

他学科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妄下结论认为自己适合那个学科

。比如，如果哲学系的学生学到经济学鼻祖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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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