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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落定，2010年考研已箭在弦上。即将登上考研列车的人，

你们准备好了吗？ 既然已经决定考研，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

考哪个学校和选择哪个专业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考研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考专业，选择了哪个专业，就选择了今后研

究生生活的学习和研究对象，甚至决定了你的职业、你今后

的人生道路，所以选择专业一定要慎重。所谓“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究竟该如何选择专业呢？简单地说，就是

要“软硬兼施”。何谓“软”？何谓“硬”？且听笔者慢慢

道来。 软：非技术性问题 对考研专业选择的“非技术性”方

面问题，笔者提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第一，兴趣。兴趣是

一个人成功必不可或缺的因素。很难想象一个人在不感兴趣

的学业或者事业上还能做出多大的成绩。所谓兴趣所致，灵

感所至，只有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才可能在研究上有所建

树。选专业最忌讳盲目跟风，因为别人所选择的不一定适合

你；也不要迷信所谓的热门专业，热门专业并不一定适合每

个人，你投入的时间、精力等未必能换回你期待的利益效应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提时代就有的梦想，但是成长和

时间，让梦想偏离了之前的轨道。而考研恰恰给了我们一次

圆梦的机会，可以重新拾回自己的梦想，何乐而不为？ 第二

，实事求是。兴趣归兴趣，有些专业是需要天分的，盲目的

喜欢也是非常愚昧的，所以考生所选择的专业一定要在自己

能力所及的范围。 一方面，考生在选择某个专业时，一定要



考虑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譬如说，你要考逻辑学专业，

你的辩证思维能力如何？理工类的学生要考文史类的专业，

你的语言文字能力又怎样？也许研究生入学考试能够靠突击

恶补专业基础知识，但是这些专业所要求的更高层次的能力

不是短期就可以突击提高的。 另一方面，大学成绩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你的专业实力，如果要报考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

学校的热门专业，一定得先掂量自己的学习成绩。在此，要

特别提醒那些跨专业的考生，不要盲目跨考，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所学专业与所跨考专业的联系，以及自己在跨考方面具

备的优势。 第三，专业前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前期

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个人发展服务。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因此毋庸置疑，比较迎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就业前景要好

些。不要选择那些所学知识与社会脱节太多的专业，尽量选

择那些比较有实用价值、或者能够最大程度地学以至用的专

业，这样的话，就业相对更加容易一些。 第四，经济问题。

虽然各个高校都有公费自费制度以及奖助学金制度，但是研

究生三年的花销还是不小，而且公费名额和全额奖学金比例

都很有限，对于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而言，经济因素是要特

别注意的。在报考专业前，我们应搞清楚自己所报专业的收

费情况、公自费指标、奖助学金制度，还要衡量自己的实力

排名，再决定是否报考。 硬：技术性问题 谈了以上的“非技

术性问题”，那 “技术性问题”又是什么呢？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热门专业巧报 何谓热门专业？就是在历年的考研中

，报考人数比较多的一些专业。2008年，十大热门专业则为

：1。工商管理硕士 2。法律硕士 3。金融学 4。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5。行政管理 6。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7。会计学 8



。企业管理 9。通信与信息系统 10。英语语言文学。 报考热

门专业的人数众多，竞争激烈。我们如何在这竞争激烈的千

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是需要智慧的，如何报考热门专业也有

技巧，那就是寻找“空窗期”： 1。热门专业择校的“空窗

期”。普通院校的热门专业，不像名校知名度那样高，但普

通院校的某些热门专业的师资却也是比较强的。譬如，上表

中的设计艺术学专业，很多“211”学校的这一专业竞争可想

而知。而山东工艺美院也有此专业，并且还是重点学科，报

考人数相对较少，竞争也不是特别的激烈。因此对热门专业

，可在择校上做文章。一些专业类学校和中西部地区的“211

”学校往往是考生择校的盲点，同学们可适当考虑一下。 2

。历年报考人数的“空窗期”。有些学校报考情况分大年、

小年。有时候上一年报考人数比较多，下一年人数会有所下

降。而且有的专业还会出现报考人数不足的情况，据笔者了

解，2007年山东大学法学院的行政法报考人数就不足。所以

同学们在报考专业时，一定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尽量

多找到一些内部“情报”。 3。热门专业内部的“空窗期”

。不是热门专业下的所有学科分支都是热门。大法学下的专

业，民商法、经济法、刑法等是热门专业，但法制史和法理

学却是热门中的冷门。所以同学们可就自己所报专业的学科

分支作详细的调查，反复比较。发现热门中的空挡，也许会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冷门专业热报 其实“冷门”、“热

门”只是相对而言，冷门专业学精学通了，学冷门专业的你

就成了“热门人才”。如何做好“冷门热报”呢？ 1。选择

虽是冷门、但却有发展空间的专业。有些专业虽然不是热门

，但有一定发展前景，即使就业面窄，也有一定针对性。报



考这类专业一定要有前瞻性。譬如说，有位同学学的是经济

可持续发展专业，入学时还是冷门，但是这几年政府对可持

续发展抓得比较多些，到毕业时已经成为热门专业。再加上

她写的论文与循环经济有关，被评为优秀硕士论文，就业也

不错。 2。选择冷门专业内在的热门。很多基础学科像数学

理论、理论物理、历史、哲学等基本上都被视为冷门，但在

现代社会它的基础作用却越来越大，这些冷门会越来越热。

3。凭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不管是否冷门。笔者

的一位朋友本科阶段学的是财经类专业，但他非常喜欢哲学

，所以考研时选择报考社科院的西方哲学专业。虽然这个专

业看起来枯燥无味，但他却乐在其中。毕业后他在经贸委任

职，丛事职业还是与财经类专业有关。他说表面上看来，学

的西方哲学专业知识，工作中几乎用不上；但是哲学对他的

影响，却改变了他惯有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正是这种改

变，为他得到了现在的职位。如果你有信心用自己的专业提

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那还担心什么呢？百考试题祝你好运

！ 根据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综合搜索信息，可以看出，

以下人才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就业领域的热门，分别是：网络

人才、公关人才、未来体育明星的经纪人、企业家和外方代

理、国际商务策划、投资顾问、房地产/小轿车/保险业务推

销员、环保和能源专家、名校教师、时尚观测员、物业管理

人员、心理医生。因此我们在选择专业时，眼光要放长些远

，冷门专业不是绝对的，它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三)

特殊专业准报 1。美术专业、音乐专业。这类专业的考试形

式、考试地点与考试时间与一般专业是不一样的。许多学校

对该类专业的考生有特别的规定。如果是该类专业考生，一



定要仔细阅读所报考学校的2009年详细的招生简章，以免给

自己的考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2。统考和联考类专业。教

育学、心理学、历史学、西医综合是全国统考类专业，专业

参考用书要根据国家统考大纲。而法律硕士专业和工商管理

硕士专业是全国联考类专业，考试科目和普通专业不同。报

考该类专业的考生一定要仔细参照所报学校的招生简章，一

般来说对这两个专业，报考学校都有专门的招生简章。 (四)

新兴专业慎报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一些新兴的

专业，由于没经受实践检验，所以报这些专业风险还是比较

大的。而且新兴的专业在师资和别的方面也不是很完善，建

议考生要慎重。例如，地理信息系统、生物技术、食品科学

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资产评估、文化产业管理、煤及

煤层气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雷电防护

科学与技术等都是新兴的专业。不要被专业名称所吸引而忽

视了对专业的深入了解，新兴专业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但也

有其初生的不足，所以要谨慎选择。 最新热点快报：2009全

国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合格资格线确定2009年考研网上调剂

系统4月8日开通2009年考研最新查分复试调剂信息专题2009年

各地考研成绩查询信息汇总专题09考研复试线只划一条新增

专业硕士不另划线2009年面向应届生专业硕士招生复试不单

独划线2009年考研国家复试分数线预计4月8日公布把百考试

题考研站设为首页 考研辅导资料特别推荐：2009年考研政治

重点详解资料汇总考研政治基础辅导之常考知识点精选汇

总09考研英语阅读理解专项训练汇总历年考研英语常考词语

固定搭配资料汇总2009年考研数学\政治\英语冲刺复习资料汇

总2009年全国研究生考试复试资料大汇总更多优质资料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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