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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高校宣布今年研究生扩招：部分院校增幅超 50%

近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公布了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的消息。

沈阳理工大学网站 3月 31 日消息称，根据教育部近日下达的 2020 年研究生

招生计划，我校 2020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比 2019 年增长

54.73%。学校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上实现了新突破。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研究生院消息指出，近日辽宁省教育厅下达了 2020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我校研究生招生总数 828 人，较去年增加 23.21%。其中学

术学位 384 人、专业学位 356 人，分别较去年增加 11.62%和 35.36%。2020 年，

随着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及条件保障工作。

学校领导亲自部署，各学院充分挖掘资源，在确保生源质量、培养质量、就业质

量的前提下，整合学科专业、师资力量、研究生公寓等办学条件，立足服务国家

战略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在材料与化工、机械、能源动力、资源与环境、电子

信息、会计等相关专业学位领域增加了招生名额。

安徽工程大学研究生部网站消息，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编报 2020 年省

属研究生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通知》，我校 2020 年硕士生招生总计划 636 人，

较 2019 年增加 237 人，增幅达 59.4%。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 240 人、全日制专

业学位 376 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0 人。今年的招生计划较往年有大幅增长，

按照 2019 年国家一区基本分数线统计达线人数显示，各专业差异很大，有些专

业一志愿线上生源很充足，个别专业一志愿线上生源寥寥无几，各相关学院一定

要积极做好调剂宣传与动员工作，认真受理调剂考生咨询，充分发挥学院研究生

导师、辅导员主观能动性，多方争取优质生源，确保招生计划的顺利完成。

3月 27 日，空军军医大学研究生院也发布消息称，2020 年教育部计划硕士

研究生招生指标由原计划 115 人（学术型 60 人、专业型 55 人）增加至 145 人（学

术型 75 人、专业型 70 人）；教育部计划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由 58 人（学术型

41 人、专业型 17 人）增加至 73 人（学术型 50 人、专业型 23 人）。

来源：澎湃新闻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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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今年计划扩招 50%

广东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15 条措施

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公共卫生建设完善补强工作。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下称“若干措施”），拿出 15 条硬招实招，对全省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体系进

行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完善补强，为全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卫

生人才保障。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在 2020 年专升本招生中增设预防医学专业，公共卫生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同比增长 50%；到 2022 年年底，广东将实现省市

县三级公共卫生快速应急响应人才队伍全覆盖。若干措施还指出，将探索公共卫

生机构公务员分类改革，推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专业技术资格任职评定与职称评

审相互衔接。

将建区域性流调人才培养基地

疾控机构体系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屏障。若干措施明确，依托省、市、

县三级疾控中心，统筹各级公共卫生机构、医疗单位和相关部门人才资源，建设

素质全面、本领高强、装备精良、能征善战的公共卫生快速响应应急队伍。到

2022 年年底，实现省、市、县三级公共卫生快速应急响应队伍全覆盖。

若干措施还明确，要做大做强卫生疾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要按照常住人口

万分之 1.75 的比例核定全省疾控系统编制总量。各级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占

比不低于岗位总额的 85%，其中卫生技术人员不低于 70%。探索流行病学首席专

家和青年骨干专家制度。建设区域性流行病学调查人才培养基地。强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的实际应用，提升精准调查、科学研判、及时报告、提

前预警等能力。同时，分级分类开展实验室检验检测人才的培养培训。

此外，若干措施还提出，要提高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人才整体素质。实施严格

的准入制度，各地新招录卫生监督人员中专业人员比例需占 80%以上。健全完善

首席卫生监督员制度。

扶植岭南特色中医药防疫人才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充分展示了实力。若干措施提出，

要扶植岭南特色中医药防疫人才传承发展，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植培养一批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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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中医药防疫专业人才。以实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究项目和名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传承项目为重点，完善中医药师承制度，培养熟悉重大传染病救治的中医

药继承与创新人才；同时健全省市县三级中医院感染性疾病治疗服务体系，将精

通中医药救治经方、熟悉重大急性传染病诊疗规范的中医药专家纳入“国医大师”

“名中医”等评选。重视发挥中西医结合防疫人才的重要作用，提高重大传染病

的综合救治能力。

扩大公共卫生专业招生规模

若干措施明确，要更好地发挥“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等人才工

程的作用，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杰出科学家、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并明确，对顶尖公共卫生人才申报省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实

行“一事一议”“特事特办”。要注重培养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应急检验人才。

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援助队伍，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决策咨

询智库。

若干措施还鼓励高校增设预防医学、全科医学、生物医药等公共卫生相关学

科专业。适当扩大公共卫生及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在 2020 年专插本招生中增设

预防医学专业，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同比增长 50%。

将改进公共卫生人才评价方式

在公共卫生人才的管理上，若干措施明确，将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纳入高校

毕业生下基层上岗退费计划。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一线医

务防疫人员，尚未入编的，可按规定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同时，改进公共卫生人才评价方式，对获得嘉奖、记功的，可分别提前 1

年、2年申报卫生技术人才高级职称；对获得记大功或授予荣誉称号的，可直接

申报高级职称。

若干措施还指出，要探索公共卫生机构公务员分类改革，推动专业技术类公

务员专业技术资格任职评定与职称评审相互衔接。

来源：《羊城晚报》 2020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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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分数线

4 月 14 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

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国家分数线），就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

作进行部署。

通知明确，各招生单位要因地因校制宜，自主确定复试办法。复试时间由各

招生单位统筹考虑当地疫情形势、应急响应级别以及复试工作量等，按照分区分

级、精准防控、错时错峰、防止聚集的要求，综合研判自主确定。复试启动时间

原则上不早于 4月 30 日。复试方式由招生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要求，在确

保公平和可操作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可采取现场复试、网络远程复试、异地现场

复试以及委托其他高校复试等。

4月 26 日至 30 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组织举办“2020 年研考招生复

试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全国硕士生招生

调剂服务系统”将于 5月 20 日左右开通，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及时登录调剂

系统和招生单位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工作办法、计划余额等相关信息，按要

求填报调剂志愿。

一、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术学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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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专业学位类）

来源：人民网 2020 年 4 月 14 日

2020 年研考复试如何安排？八问八答来了

4 月 14 日，教育公布了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分数线，并就

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进行部署。疫情之下，研考复试如何安排？

1、2020 年研考复试总体考虑是什么？

一是确保安全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切实保障考生和涉考人员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二是确保公平性，无论采取何种复试方式，都必须严格复试组

织管理，坚决维护国家教育考试公平公正。三是确保科学性，严格复试考核标准，

坚持全面衡量、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确保招生质量。

2、为什么不能取消复试？

研究生考试招生是国家选拔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复试是研究生招生

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复试可以有效考查考生的专业素养、科研创新能力和综合

素质，是实现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重要举措，是促进科学选才、提高招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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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制度保障。

3、研考复试时间如何安排？

2020 年研考复试时间由各招生单位统筹考虑当地疫情形势、应急响应级别

以及复试工作量等，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错时错峰、防止聚集的要求，综

合研判自主确定。复试启动时间原则上不早于 4 月 30 日。各招生单位具体复试

时间由相关招生单位自行公布。

4、研讨复试方式有哪些？

2020 年研考复试方式由各招生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要求，在确保公平

和可操作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可采取现场复试、网络远程复试、异地现场复试以

及委托其他高校复试等。

5、如采取网络远程复试，如何保障公平？

考前要综合运用“两识别”(人脸识别、人证识别)、“四比对”(报考库、

学籍学历库、人口信息库、诚信档案库数据比对）等措施加强考生身份审核，严

防替考。考中要采取“一平台”（招生单位统一复试平台)、“三随机”(随机选

定考生次序、随机确定导师组成人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等方式加强复试过程

监管，严防复试舞弊。招生单位认为有必要时，可对相关考生再次复试。入学后

3个月内，招生单位要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

6、考生和涉考人员安全健康如何保障？

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强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人员密度，防止人员聚集。要做好人员排查、场地安排、卫生消毒

等工作。要遵循错时错峰工作要求，不同学院、不同专业要分时、分批有序安排

复试。要制定复试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7、考生如何了解复试相关工作信息？

各地各招生单位要畅通考生联系咨询通道，安排专人受理考生咨询，及时为

考生答疑解惑。采取远程复试的，要加强对考生参加远程复试工作的指导，向考

生详细介绍有关软件平台使用办法、复试流程和相关要求等。省级教育招生考试

机构要及时做好有关信息发布工作，方便考生查询阅知。4月 26 日至 30 日，教

育部将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组织举办“2020 年研考招生复试网上咨询”

活动，各招生单位要安排专人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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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家庭经济困难等特殊群体考生如何支持帮助？

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强化人性化关怀和个性化安排，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对贫困地区考生、残疾考生等特殊群体的关爱帮扶。对于不具备远程复试条件的

考生，招生单位要进行技术兜底保障，根据考生申请积极协调生源所在地省级教

育招生考试机构提供必要合理的支持和帮助。

来源：人民网 2020 年 4 月 14 日

2020 研招复试前，考生需留意了解哪些常见问题？

浙江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成绩已于 2月 20 日发布。其它招生单位研

招初试成绩查询时间 ，请密切关注招生单位通知。初试成绩还不错的同学，接

下来可要认真准备复试啦！ 有哪些常见问题要留意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考研复试分数线什么时间公布？

根据《教育部：自划线高校考研复试推迟举行》，34 所自主划线院校硕士

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和有关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等推迟举行，具体

工作安排由各相关招生单位在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指导下，结合本地本单

位疫情防控情况自行确定。原定 4月初左右进行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否

延期将视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另行通知。

提示大家关注往年分数线，做好复试或调剂的准备。

2.什么时间可以打印准考证?

考虑疫情期间，招生单位跟考生沟通渠道不畅，为了方便遗失考研准考证的

考生查初试成绩，也帮助丢失准考证的考生顺利复试，从 2月 15 日开始，研招

网开通下载《准考证》功能 ，考生可使用微信绑定自己的学信网账号，直接在

“学信网服务号（微信号：chsi_chesicc）-研招网报”菜单栏里点击下载准考

证。此外，考生仍可凭借网报时的用户名和密码（学信网账号）登录研招统考网

报平台下载《准考证》。具体内容请参考：《@所有考生，准考证丢失别慌，研

招网再次开通下载了》

3.第一志愿招生单位复试还没开始（或未出结果），可以申请调剂吗？调剂



8

会不会影响第一志愿的录取？

可以申请调剂。招生单位（含第一志愿招生单位）可以看到考生填报的调剂

志愿信息。

注意：考生一旦接受待录取通知，表示调剂完成，将不能再被一志愿招生单

位待录取。

4.是否可接受两个“复试通知”？

考生可以同时接受两个（或多个）招生单位的“复试通知”，互不影响。接

受了一个志愿的“复试通知”，不会影响其他志愿，但是招生单位可以看到考生

收到“复试通知”的历史记录。

5.哪些考生可参加调剂？

参加网上报名，没有被第一志愿招生单位录取并且达到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的统考、管理类联考、法硕联考、少数民

族骨干计划以及网上报名时选择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均可参加网上调剂。

●温馨提示

浙江省成绩发布后，个别考生若对初试成绩有异议，20 日起 4 天内可通过

邮件、网站在线登记等方式向所报考招生单位提出复查申请（不接受现场申请）。

具体复查办法和结果由招生单位通知考生，视当地疫情防控情况确定反馈时间。

来源：浙江考试 2020 年 2 月 21 日

2020 年对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

考生调剂基本条件：

（一）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二）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

求。

（三）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四）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当

相同。



9

（五）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指体育学及体育硕士，中医学、中西医结合

及中医硕士，工学照顾专业，下同）的考生若调剂出本类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

必须达到调入地区该照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第一志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入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符合调入地区

对应的非照顾专业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体育学与体育硕

士，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硕士，工学照顾专业之间调剂按照顾专业内部调

剂政策执行。

（六）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会计、图

书情报、审计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在满足调入专业报考条件的基础上，可申请

相互调剂，但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考生也不得调入以上专业。

第一志愿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

专业的考生也不得调入该专业。

（七）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到该计划以外

录取；未报考的不得调剂入该计划录取。

（八）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计划录取，

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的全国初试

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报考条件的，可申

请调剂到该专项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符合相关招生单位确定的接受“退役大

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调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

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九）相关招生单位自主确定并公布本单位接受报考其他单位临床医学类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调剂的成绩要求。教育部划定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作为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调剂到其他

专业的基本成绩要求。

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按相关政策调剂到其他专业，

报考其他专业（含医学学术学位）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

（十）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

（十一）符合调剂条件的国防生考生，可在允许招收国防生硕士研究生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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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单位间相互调剂。

（十二）自划线高校校内调剂政策按上述要求自行确定。

考生申请调剂前，应充分了解招生单位（含各院、系、所）的调剂工作办法，

以及相关专业不同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招生、培养、奖助、就业等相

关政策。招生单位也要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注：本文内容摘自《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来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2020 年 4 月 13 日

考研复试面试中，导师一般会问什么问题，有什么推荐的回

答方式？

考研国家线公布在即，我们邀请了东华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在读研究生同学，

对考研复试面试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进行了普适性的介绍。

以下内容来自作者自叙：

关于导师会问什么，我觉得需要结合自己报考的招生单位还有专业方向来考

虑。大而化之的通用回答，并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保持谦虚谨慎礼貌，大体上

不出差错。那目前考研面试准备阶段，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今天，我来说几点研究生面试需要注意的事项，很多学弟学妹会忽视以下这

些问题，值得注意：

1.态度真诚

复试面试和职场面试完全不一样。

相信近期也有一部分同学怕研究生面试不保险，同时准备一些求职面试，但

切记：职场面试的“气息”和求学不一样。这个坑我走过，当时我同学一言点醒

我，希望你不要犯这样的错。

求学，保持真诚很重要，身上的学生气息会让老师更加信任你。而职场面试，

需要褪去学生时代的不成熟，接受社会的打磨。

考研复试的时候，着装上还是要贴合学生模样，休闲正式着装即可，这代表

你的态度。面带微笑，保持谦虚。在导师面前，不要不懂装懂，如真遇到问题，

https://yz.chsi.com.cn/kyzx/jybzc/201908/20190819/1814520332.html
https://yz.chsi.com.cn/kyzx/jybzc/201908/20190819/1814520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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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真诚的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而后加上一句：“自己的浅见，还需要继续钻

研深耕，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在研究生生涯中解答自己的困惑，谢谢各位老师的提

问。”

2.充分准备

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走到了“复试面试”环节，所以要为这场面试好好准备，

不可投机取巧。

复试面试，不仅要在现场的面试题上下功夫，还需要准备这些。

（1）学术简历

区别于求职简历，学术简历更加注重你的“研究能力”“思考能力”，也就

是“科研能力”。

学术简历一般包括：个人信息、教育背景、科研经历、实践经历（项目经历）、

专业技能、自我评价等模块，根据自己专业特点适当调整。

根据个人优势劣势适当变化，突出优势和特点，适当挖“坑”，引导导师问

你这个“坑”里的问题，你再提前准备一下，你看，是不是给导师眼前一亮的感

觉，发现“新大陆”了！导师心里想，捡到宝了。

（2）专业咨询

咨询该招生单位直系就读的学长学姐、各种平台、app、考研同行等等，问

问他们往年的面试形式，导师选人标准、偏好、学院学风等等，反正影响你面试

的点都考虑进去，同时做到心里有数，明白自己的优势劣势，步步完善。

网上一些通用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但闷头自己干，效果不明显。每个导师

的口味，选人习惯都不一样，自己准备得是否完善，找个有复试面试经验的前辈

点评一下，更能准确判断。

（3）自荐信、个人总结、学术成果、推荐信、项目成果、竞赛证书、技能

证书等等

拿出你的看家本领，这是一场综合能力的较量。

加分项——自荐信和推荐信

很多同学会忽略自荐信和推荐信，因为一般申请国外院校用的比较多，国内

暂未作严格要求，但我觉得很有必要，和简历相辅相成，更体现你的个人态度，

展现个人素质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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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项——准备附件

一切和学校、学术、实践相关的成果，均整理成文件保存好，提前梳理，面

试时打印成稿带到面试现场，让导师有问题问你，对你感兴趣，你也就差不多成

功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言善道，不太会语言表达往往在面试中不占优势，但没

有人会拒绝一个踏实肯干的学生，能力、成果摆在这儿，足显优秀。但提醒一点，

诚实很重要，成果得自己好好研究，好好思考，一问三不知是大忌。

我曾被面试，也曾作为工作服务人员观摩面试，有特点的人总会很容易被人

记住，所以梳理出自己的特长很重要。

有的导师喜欢英语好的，因为需要看很多英文文献。

有的导师喜欢建模能力、数理统计能力强的，因为需要处理大量数据。

有的喜欢爱思考爱科研的学术能力强，因为实验室正缺踏实干活的研究员。

所以说，有个自己的定位很重要。同时，了解自己专业方向的导师都有何种

偏好也很重要。

（4）自我介绍

必备题，中英文介绍都好好准备，做到睡觉时候把你叫醒，你都能回答得毫

不含糊，还能真情流露。

你肯定有疑惑：什么样的自我介绍定义为好呢？导师最喜欢听到什么类型的

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侧重什么呢？

答案是：个人信息+专业领域研究+相关经历+过往技能+自我总结

最后，自己自我介绍最好让有复试面试经验的人听听，得到反馈，再修改润

色。

注意自我介绍的时候重点突出：自我介绍=眼神+手势+神态（自信谦虚）+

表达，且埋下伏笔，让导师们对你感兴趣。

记得当年我的自我介绍得到面试导师们的当场表扬，一下子活跃了气氛，又

让自己有了底气。所以好的自我介绍，打响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伏笔。

3.保证专业度

复试面试，你和他人的差异在于你思考的深度，不在是浅显的表面，而是更

具深度，专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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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自己专业的领域热点、基础理论好好把握。那么，利用好现在的时间，

把自己研究生专业方面的文献、研究主题和前言看看，起码做到大概知道这个领

域在干嘛，能发表几点独特的见解更好。

记得我当时的导师面试提问问题基本都是围绕：自我介绍以后，主要提问围

绕简历内容、专业内容、英语问答等展开，结尾寒暄问问为什么选择我们学校等

比较活跃气氛的问题。

一般导师人都很好的，自己回答问题时面带微笑，礼貌回答，尽量减少自己

对专业领域的问题答非所问，或一问不知的窘境。

有的导师人很可爱，和学生聊到深处，没注意时间，导师不让走，面完后继

续交流等，这才是对研究、对学术的真正热爱。

态度上认真，心态上自信，行为上实干！最后，祝大家顺利上岸！

来源：研招网资讯 2020 年 3 月 31 日

考研碰上疫情，复试怎么办

除了在报考人数上首次突破 300 万大关，达 341 万人，2020 年考研学生的

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们的复试和录取的节奏，很可能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今年将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预计同比增加 18.9 万人、32.2

万人。将有超过一百万名考生通过初试，进入复试。历经漫长的备考，在接近终

点时，又出现新情况。在这段特殊时期，他们的状态如何？又该如何准备复试？

部分高校复试时间已经推迟

直到前几天，报考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研究生的管嫣然才看到了自己考研成

绩。尽管，分数线还没有公布，但是按照往年经验，她进复试了。

“今年分数都挺高，有些热门专业的考生都超过了 400 分。”管嫣然说。

因为，没有带回复习资料，也无法返校复习。在这个漫长的寒假，管嫣然只

能待在老家利用网络学习，“复习没有明确计划，在家无心学习”。她还担心，

“如果推迟复试，还会碰上毕业论文，有点慌乱”。

往年的 2月 10 日是各高校陆续公布成绩的时间；2月底，34 所自主划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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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将陆续公布复试分数线；3月中旬到 4月是复试时间。

疫情打乱了复试的节奏，一切变得未知。原定近期举行的自划线高校硕士研

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推迟举行。同时，教育部明确表示，原定 4月初左右进行的全

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否延期，将视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决定。

“如果复试时间延后，相应的调剂工作也会推迟展开，导致考生调剂不确定

性增加。”长期从事考研辅导的老师告诉记者，“这种心情就像在起跑线等待发

令枪响的运动员一样，心一直悬着。”

等来的确切消息是，部分高校复试时间已经推迟，而复试形式也可能发生变

化。

“存在网络复试可能性”

200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被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全盘计划。这是这

次特殊时期考研复试，唯一可以借鉴的先例。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李醒东非典期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作为工作人员参与

了 2003 年复试招生工作。他说，受非典疫情影响，当年华东师大采取了电话复

试形式，以免提方式向考生提问，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回答，专家组依据考生回答

情况进行评分。专家组成员打分后得出复试成绩，然后与初试成绩一起按比例折

合成综合成绩。随后据此确定录取顺序。同时，全程录音，以作查证。

除了电话复试，当时不同院校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复试方法。中国政法

大学采用网络复试，在网上统一公布题目，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撰写论文。北京

语言大学使用通信方式，问卷在同一时间用快递寄出，采用开卷。

“与现在相比，当年的研究生复试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初

试成绩排名靠前的话，相应地在综合排名中也占有优势。”李醒东表示，经过这

么多年的改革完善，研究生招生制度及各项工作规程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机制

和方法。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为了保证研究生复试工作稳定性和规范公平，各

高校更倾向于观察疫情的发展情况，等到相对安全的时期，再开启复试工作。在

4月底前完成考研复试工作，并不会打乱学校的录取工作，也不会对落榜考生找

工作造成较大影响。换句话说，不管采取什么方式，4月底前安排复试和研究生

录取工作是来得及的。

“现在，网络技术更加先进，普及率也很高。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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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复试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李醒东提醒，如果进行网络复试，复试环节中的

笔试就需要改换形式来进行，比如布置开放性题目，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将答卷返

回专家组。复试期间进行的身份核验、材料审核等工作也不便顺利展开，对考生

进行全面考查的功能和录取工作的严谨性就会受到影响。

2 月 23 日，东北林业大学发出通知，不排除采取远程网络方式进行面试的

可能。海南大学也提出，若疫情还未完全解除，则考虑取消笔试，采取网上复试

系统开展复试。

理性看待扩招对复试的影响

2 月 28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翁铁慧表示，扩招将向

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急需的领域倾斜。其中，硕士研究生扩招向临床医学、

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专业倾斜，以专业学位培养为主。

鉴于国家当前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刚性需求，研究生教育扩招的重点在于

国家急需领域的专业学位。从各国在校研究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看，每 1000 人

里，中国仅有 2 人左右，而研究生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均接近 10

人。从就业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来看，中国仅为 0.8%，欧

美国家大多在 10%左右，甚至超过 10%。

研究生教育本身就具有调整就业增量、延缓就业压力的重要功能，也是提高

国民受教育程度，增强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扩招研究生既是国计又是民生。尽

管，可能对三年后研究生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对延缓当前疫情所导致的就

业岗位紧张现象，仍具有积极意义。

扩招会对于在复试分数线边缘徘徊的考生有利，但要理性看待扩招对复试的

影响。对于即将进行复试的考生而言，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最重要的是保

持良好心态，展现出自己的综合素质，还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与报考院校学科特

色科研特色上的匹配性，并尝试做出有深度的结合或设想可能结合的方案。

注重沟通能力的训练，尝试提高语言条理性和表现力，如果遇到网络复试，

这一点更为重要。提醒考生做好非结构化面试的准备，无领导小组讨论、辩论等

形式也可能会进入研究生复试之中。

来源：光明日报 2020 年 3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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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时间推迟 如果考研“云复试” 你准备好了吗？

目前大部分省份已经公布了考研的初试成绩。受疫情影响，原定近期举行的

自划线高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推迟举行。教育部明确表示，原定 4月初左

右进行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否延期，将视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决定。

现有的消息是，部分招生单位复试时间已经推迟，复试形式也可能发生变化。

复试形式会根据疫情发展状况和教育部及省级教育部门的统筹安排组织。

2003 年非典时期，一些招生单位考研复试采用了特殊方式。如华东师大采

取了电话复试形式，以免提方式向考生提问，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回答，专家组成

员打分后得出复试成绩，然后与初试成绩一起按比例折合成综合成绩。中国政法

大学采用网络复试，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撰写论文。北京语言大学使用通信方式，

问卷在同一时间用快递寄出，采用开卷。

时隔十多年，网络技术更加先进，普及率也更高。招生单位采用网上复试的

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近日，清华大学举办疫情防控期间在线学位论文答辩。疫情期间，在线答辩

为师生们提供了一种更便利的方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西电召开新型冠状病

毒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中提到“要做好研究生招生工作，统筹考虑复试

时间和复试形式，科学细致制定网络面试等新增环节的工作方案”。还有如东北

林业大学发出通知，不排除采取远程网络方式进行面试的可能。海南大学也提出，

若疫情还未完全解除，则考虑取消笔试，采取网上复试系统开展复试。

受到疫情影响，如果今年考研“云复试”，小编整理了一些注意事项，希望

可以帮助到考生。

1、电脑设备有保证

首先建议考生最好使用笔记本或者台式电脑。准备工作要充分，提前调试家

中网络，摄像头、麦克风等，在房间内关闭手机或者远离手机，避免信号干扰。

2、着装得体重礼仪

男生可以穿西服外套，女生可以化淡妆，女生尽量把头发扎起来。第一印象

很重要，在视频中呈现出比较干净利落的形象。

3、面试区域要整洁

保持室内光线明亮。摄像头拍摄到的地方简洁干净，堆满杂物不应该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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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里。可以提前通过与别人视频的方式检查一下。尽量选择室内环境进行面

试。如果需要动作方面的展示，一定要保证场地空旷安全。

4、实力、策略与机会

前面提到的很多属于外在因素，考生稍加用心就可以做到。最重要还是自己

要有过硬的专业实力。复试准备中除了学习本专业的课本知识以外，还要多关注

专业领域内的一些前沿热点以及导师发表过的论文，拓展专业知识面，提升综合

能力。复试面试时尽量脱稿，脱稿和不脱稿的效果差很多。网络面试过程应会进

行录制，看稿的小动作会被放大。

另外，由于网络信号原因，要敢于确认老师的问题，没听清就说听清，不要

支支吾吾，强行回答。

总之，考研复试是一个综合性的考核。考生现阶段需要摆正心态，积极备考。

不管是现场复试还是远程网上复试，请考生及时关注省招办网站和招生单位官方

网站、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利用现有的复习资料结合网络

课程，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来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2020 年 3 月 18 日

攻读研究生，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英汉版）？

攻读研究生，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学历，更多的是培养自身能力，提高自身价

值。那么，攻读研究生需要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呢？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五个应当

注意的方面（英汉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智力水平（Intellectual Skills）

1.Honesty(诚实)

2.Curiosity (有好奇心)

3.Discrimination——ability to distinguish what is important from what is trivial (辨别事

情的轻重缓急)

4.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5.Common sense (对环境条件和事实的感知的理性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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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bjectivity (客观理智的对待问题!减少主观臆断造成的损失)

7.Intuition (判断客 观事实、痛苦与快乐的直觉)

8.Skill in observation of natural, technical, or social phenomena ( 对大自然、科学技术

和社会生活的感受力和洞察力)

9.Systematic problem-solving ( 系统、条理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10.A good memory (多思考减少未来可能提前到来的老年痴呆! )

11.Capacity for logical reasoning, including abstract and theoretical reasoning (培养逻辑

推理能力，这不是-般人能真正学到的，总结和理性逻辑的能力很重要。)

12.Capacity to draw logical inferences from observ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data.(从表面现

象推导本质问题的能力!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很重要。)

13.Ability to conceive an explanatory hypothesis and design critical teststoevaluate it.(要

能对产生的实际问题做出全面合理的假设，然后设计方案解决。)

►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s）

1.Capacity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published sources ( 提取信息的能力)

2.Skill in learning by interview methods(通过互相交谈进行学习的能力!这是接收

信息的能力)

3.Capacity to communicate in writing(写作中的表达能力)

4.Capacity to communicate orally (口头相互交流的能力)

5.Skill in use of computers and oth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vices.（使用计算机及

信息处理技术的能力）

6.Skill in graphic display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会用图景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

最直接的和生动的表达方式，应该努力培养)

►人格魅力（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1. Maturity(人格、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成功)

2. Motivation and drive. (应该学会 自我激励)

3. Self-confidence (要绝对自信)

4. Dependability (让自己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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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dependence (人格和思想的绝对独立性)

6. Empathy (这个词比较难理解! 1、要执着和投入;2、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

虑当时的问题，不要执着于无畏的争执。)

7. Capacity to work effectively with superiors, peers, and subordinates. (培养自己与老

板、同学和属下的高效工作能力)

8. Initiative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不要因失败而放弃，有主观能动性，勇敢

的行动!责任心很重要)

9. Capacity for objective self-criticism(不断进行客观的自我批评，别人的指责有

一部分在于自己的错)

10.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kills(领导和管理的能力，课题由自己管理、小

组成员都应该有管理这个小组的责任心，这个队伍才能不断前进)

►工作能力（Habits of Work）

1.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time. (高效利用时间!我们还要玩儿，念研究生 20%

时间玩，80%工作，在工作的时间里也是只有 20%是最有效的时间，不要连这点

时间都 kill。)

2.Persistence——ability to see things through to completion. (要坚持到最后，不能轻

易放弃，其实一开始需要认识到结果，对工作有一个全景的假设)

3.Capacity for sustained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work. All I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劳逸结合!只学不玩儿，聪明的孩子会变傻!这是科研中更应该注意的。)

4.Orderliness (条理，别乱)

►动手能力（Manual dexterity）

1.Skill in the development, selection, and use of appropriate scientific, engineering, or

artistic apparatus, machines, and models.(具有开发、选择和使用适当的科学、工程、艺

术仪器、机器和模型的技能)

为了顺利读完研究生，为了更好的培养自己，必须要重视以上这些方面。

没有什么事一蹴而就的，能力培养更应该注重日常的积累。

来源：考研帮 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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