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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如何能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选择一个有利自

己人生发展的专业为之付出努力？考生在报考前不少问题应

细细思量。 导师：选“课题多”还是“学术好” “研究生导

师通常被称为老板。”在校园里，课题多意味着导师更有本

事。但是，选择有更多课题的“老板”，是否更有利学生三

年的研究生学习，继而顺利毕业？ 可以说，课题多，给了学

生更多的实习机会，一个没有进过实验室和做过研究的学生

很难说是做过“研究”的研究生。但是，如果“老板”一心

为了赚钱，把课题的任务压在学生的身上，导致有的学生三

年都没能静下心来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与毕业论文，最终不能

准时毕业那对于学生是得不偿失。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的课

题可以分为“横向课题”与“纵向课题”。“横向课题”很

难写出高质量、高级别的论文。而参与“纵向课题”的研究

，包括自然科学资金等一些科研类的课题，对于研究方法的

掌握、了解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写高质量论文是大有裨益的。 

报考：看考录比还是看实力 不少学生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十

分关注“专业的考录比”，“考录比”根据往届报考人数与

录取人数统计而得，比值越高，意味着竞争越激烈。 1.5∶1

的考录比尚算容易考取，3∶1就要谨慎报考了，而一些热门

专业如金融经济、MBA、计算机有时的“考录比”会高达10



∶1。参考“考录比“报考会比较理智。 但细想就会发现不

少的问题。考录比只反映了该专业的录取比例高，但不等于

该专业的题目容易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是挑选该领域的高级

研究型人才，是选拔型的考试，是不会由于“考录比”低而

降低考试难度的。 有些学生怕考不上研究生，想当然地根据

较小的“考录比”去选择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或其他专业。

这样做的后果是，他并不是以自己的强项与别人竞争，或选

择的并不是自己挚爱的专业，真正进入复习考试后就会发现

其中的苦恼和专业学习的艰难，最后不少人难以坚持下去。 

况且，为“考录比”而选择了非自己挚爱的领域作为研究方

向，并为之付出大量努力，对自己的人生职业生涯发展也是

不利。 专业：冷热度未必与就业挂钩 通常来说，专业实力强

意味着有更多好的师资力量，如果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选

择一个实力强的专业十分重要。跟上一个“有名望”的导师

，在相关领域就业也会为你增添不少成功砝码。 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专业的冷热与专业的实力并不成对应关系，更多

是 受该专业找工的难易度影响。前几年，金融、计算机就业

形势好，这些专业招生就十分火爆，报考的人多，分数自然

就水涨船高。而基础性学科，由于工作不好找，往往成了研

究生报考的冷门专业。 随大流去挤一些热门专业，也不意味

着三年后工作一定好找。专业扩招反映人才市场的需求常常

有滞后性，通常是3年左右。而且，目前中国人才市场的需求

是多变的，某一行业的兴旺一般都只坚持3-5年左右，又会转

到下一个热点。加上大学大量扩招，为了“好找工”而考热

门专业，很多学生难以如愿。 现实的情况是，很多较“偏门

”的专业由于受关注度少，而且学生不多，更容易找到一份



满意的工作。 注：作者今年考取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博士研究生 -相关链接： 如何评价大学专业实力 一般来说

，专业的实力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包括了该专业的学术声

誉、师资水平、学生来源、财政经费等等。其中学术声誉包

括了学生录取分数、继续深造的比率、毕业去向等；师资力

量则包括博士比率、教授比率、师生比率等等。 学生来源反

映一所大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师资力量是教学质量的重要影

响因素；而财政经费高表示院校能有更多资金购买科研设备

，开展科学研究。就读一个专业实力强的专业，是成才的重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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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