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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报考昆明学院硕士研究生
昆明学院多年来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11 个学科门类，是云南省

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高校。2008 年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 5 个学科立项为云南省

“十二五”硕士学位授权建设学科，2017 年学校被列入云南省新增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

设单位。2018 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昆明学院目前有硕士学位授权点 3 个，分别是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物理学一级学科和农业专业硕士；省级硕士学位授权建设学科

6 个，分别是护理、旅游管理、国际商务、教育、体育和数学。

想要了解更多，请查询学校研究生部网站，有关专业、研究方向具体内容等相关问

题，请致电相关学院咨询（联系电话见招生专业目录）。

昆明学院代码：11393

联系部门：昆明学院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

地        址：昆明学院办公楼 201 室

邮政编码：650214

网        址：http://yjs.kmu.edu.cn/

电        话：0871-6509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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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招网上调剂，简单四步搞定！

2021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于 3月 22 日开通。按照《2021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要求，考生调剂志愿锁定时间由招生单位自主

设定，最长不超过 36 小时；招生单位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得低于 12

个小时。

小编提醒：一般来说，研招网上调剂服务系统开通后前 4小时访问用户较多，

考虑到招生单位每次开放调剂时间不低于 12 个小时，建议大家错开高峰报名。

小贴士：考生可使用本人微信绑定自己的学信网账号，接收调剂通知提醒。

温馨提示：考生可直接扫一下二维码，微信绑定你的学信网账号。

第一步：查询计划余额信息

考生需认真阅读各招生单位在其院校信息栏目里及其它途径公布的调剂办

法，打开研招网调剂专题（https://yz.chsi.com.cn/yztj/）后，用学信网账号

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通过“精确查询”或“模糊查询”的方

式查询各招生单位的计划余额信息，特别要留意教育部调剂政策（点此查看《2021

年对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及招生单位的调剂要求。不符合调入专业学科门类

要求、初试科目要求，或不满足招生单位的调剂申请条件的考生，将无法申请填

报相应志愿。

提醒：千万保管好学信网账号和密码！！！

注意：

1、申请调剂考生应符合招生管理规定确定的调剂条件。

2、不符合调入专业学科门类要求、初试科目要求或招生单位调剂申请条件

的考生，将无法填报相应志愿。

3、招生单位、专业至少填写一项。

4、考生成绩要符合教育部按照一区、二区制定并公布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

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一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等

21 省（市）；

二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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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等 10 省（区）。

5、计划余额无具体数字的，可向有关招生单位、院系所咨询。

第二步：申请调剂

考生在计划余额查询结果中，选择相应的招生单位、院系所、专业、学习方

式以及研究方向，点击“申请”按钮进入申请调剂页面，参加调剂的考生可一次

填报三个平行调剂志愿，提交后的调剂志愿在招生单位设置的时间内（不超过

36 小时）不允许修改（每个志愿单独计时），以供招生单位下载志愿信息和决定

是否通知考生参加复试。锁定时间到达后，考生可继续填报其他志愿。

如需修改调剂志愿，可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调剂志愿页面进行修改，

修改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

第三步：参加复试

提交调剂志愿后，请及时登录调剂系统查看，如接到复试通知，应在招生单

位规定时间内通过调剂系统确认回复，并按招生单位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复试没有通过的考生仍可继续填报其他调剂志愿。

第四步：待录取通知

复试通过后，招生单位将通过调剂系统给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接到“待录

取通知”的考生应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登录调剂系统进行确认，否则招生单位

可取消待录取通知。

考生只能接受一个调剂志愿的待录取，一旦接受待录取通知，表示调剂完成，

将不能再填报调剂志愿、接受复试或待录取通知，请慎重选择！

注：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考生实际录取院系所专业，以招生

单位实际录取情况为准。

来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2021 年 3 月 22 日

2022 考研全程复习规划

准备2022考研的考研人在备考初级阶段应该对2022考研整个时间流程做到

心里有数，尤其是在考研报名、考研现场确认、考研打印准考证这三大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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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为大家整理2022考研全程复习规划，希望对大家备考2022考研有所帮助。

准备阶段 2020 年 11 月—12 月

这个时期大家一定要仔细搜集考研资料，毕竟考研也是一场“信息战”，如

果你的信息收集得比别人全、细，你就可以抢占先机!

同时也要开始准备数学的复习(需要考数学的朋友)，数学一直是让大多数人

头疼的一门课程，如果要考数学的话，这段时间就要抓紧了，从最基础的公式定

理开始准备。

课本及课后习题、例题，多做多练，理清知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脉络，

为今后的备考打下基础。

2021 年 1 月—2月

这个时间考研的同学一定会十分紧张，因为 1 月-2 月是考研初试成绩公布

的时间，虽然自己不是这一届的考生，但是关注往年信息也能让自己更加了解考

研的形势，更加能确定考研目标，全面了解所报专业的信息。

这段期间英语和数学是一个需要持续学习的科目，同时如果有要跨专业的考

生，这段时间也需要开始收集专业课的参考书，并开始进行基础的学习了。

第一轮复习 2021 年 3 月—5月

这一阶段 2021 考研国家线公布，2021 考研复试也将陆续开始。

2022 考研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报考的专业今年的录取分数线，国家线，

是否招收调剂。如果有机会可以联系几个目标专业的学长学姐，获取他们的成功

经验对于我们考研信息收集和专业课复习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询问、搜集

一下目标院校的复试招生信息。

第一轮复习：注重基础的复习，如数学和英语，对于跨考的同学，专业课也

可以开始准备了。

第二轮复习 2021 年 6 月—9月

这段时间院校开始陆续公布招生简章，家要时刻关注全国研究生招生最新政

策变化，目标院校、专业的研究生招生计划、考试科目、考试大纲、指定参考教

材有否发生变化。

第二轮复习：第二轮复习就是暑假期间，是考研备考的黄金时期，它决定着

在 9-10 这个强化阶段自身的学习水平和能力是否有所提升。这个时候要制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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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面复习计划，开始第二轮复习，可以开始重点复习政治、巩固英语和数学。

2021 年 9 月—10 月

1.不断强化公共课的复习，打好基础，完善复习的总体结构!

2.研究生考试大纲发布，需要及时查看大纲以及解析，针对大纲调整自己的

复习方向以及复习重点，特别要注意大纲新增和变化的考点，可能新增的考点和

变化的考点就是今年出题的重点。

3.考研预报名和考研正式报名开始。考生可以提前了解报名流程、选择好报

考院校专业(只能选择一所院校一个专业)，注意自己的报考信息的准确性，每年

都有不少同学报考信息有错误!

4.这段时间复习重点应该放在：政治选择题，专业课巩固学习，英语翻译，

英语阅读，数学的练习题。对前两个阶段的复习进行总结、梳理、查缺补漏。

第三轮复习 2021 年 11 月—12 月

这段时间需要关注的是研究生报名信息确认，一定注意要在规定时间进行确

认。

11 月考研复习也进入了第三轮复习，也是考研备考的冲刺阶段，这段期间

基本所有科目已经至少过了 2-3 遍，基础的知识已经非常熟悉了，更多的应该把

精力放在知识的查缺补漏和框架建立上。

同时应该着重政治的大题和选择题，同时要关心时政，英语的重点还是阅读，

并且要提升自己的做题速度与正确率，同时准备英语作文写作模板。数学和专业

课也是重点在于查漏补缺，专业课可以进行一些真题的模拟训练。

考研初试 2021 年 12 月 21 日—12 月 23 日

这个时间段小伙伙伴们要学会调整心态，全身心准备考试，在考试前一定不

要忘记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准考证。

考研初试科目分为政治理论、外国语、统考数学和业务课，考试时间以北京

时间为准，均为 3小时。每年研究生考试的时间一般为 12 月的第三个周末。

2022 年 1 月—2月

考研初试结束后大家紧绷的心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但是初试的结束只是考研

阶段性的结束，接下来还有很多事需要大家持续关注和准备。

2022 年 2 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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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上旬左右各院校将公布考生分数，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等途径

查询自己的分数。

3 月上旬左右 34 所自划线的研究生招生单位陆续公布自己的复试分线，3

月中旬左右国家复试分数线公布。大家要密切关注分数线的公布情况核实自己是

否通过复试分数线，及时准备复试或者调剂。

考研复试调剂 2022 年 3 月—5 月

1.复试。考研复试的时间、地点、科目、方式一般由招生单位自定，复试办

法和程序由招生单位公布，复试一般在 4月中下旬结束。

2.调剂。国家线公布之后，符合教育部调剂规定的考生，通过研招网登录调

剂志愿，这个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各个研招单位公布出来的调剂信息，第一时间

跟需要调剂的研招单位联系。

2022 年 6 月—7月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等待领取录取通知书，迎接自己美好的研究生生活了！

有打算 22 考研的同学们一定要早做规划，提前确定自己的目标，查询相关

资料，制定好学习计划。在这场硝烟的战场上，只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一战上

岸，无悔青春！

来源：新东方在线 2021 年 4 月 2 日

考研数学难？那是你没掌握正确的解题思路

考研数学按科目分为：数一、数二、数三、数农。每类考试的试卷都是 23

道题，总共 150 分。其中，选择题 8道，每题 4分，共 32 分;填空题 6道，每题

4分，共 24 分，共 24 分;解答题 9道，共 94 分。由此可见，选择题在考研数学

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此，总结出了选择题的答题技巧对考研数学选择题的命

题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选择题一共 8道，都是单选题，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计算型、概念型、理论

型。计算型选择题主要考查的是考生对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和运算能力。概念型

选择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及对概念的运用。理论型选择题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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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生对基本性质、定理、方法的条件及结论的掌握，同时考查分析、比较、判

断和推理的能力。

在这三种类型中，以概念型和理论型的选择题为主，而计算型的题目在选择

题中出现的较少，计算能力的考查主要集中在填空题和解答题。

在历届的考生中，选择题丢分很严重，这个地方丢分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同学们学数学，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内容都很

熟悉，但不知道如何运用;

■第二，虽然考研数学重基础，但不是说 8道选择题都是很基本的题目，也

有些题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三，考生缺乏对选择题解答的方法和技巧，往往用最常规的方法去做，

不但计算量大，浪费时间，还很容易出错，有时甚至得不出结论。

要想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对我们的薄弱环节必须下功夫，实际上选择题里

边考的知识点往往就是我们原来的定义或者性质，或者一个定理的外延，所以我

们复习定理或性质的时候，既要注意它的内涵又要注意相应的外延。

比如说原来的条件变一下，这个题还对不对，平时复习的时候就有意识注意

这些问题，这样以后考到这些的时候，你已经事先对这个问题做了准备，考试就

很容易了。其次，虽说有些题本身有难度，但是数量并不多，一般来说每年的 8

道选择题中有一两道是比较难的，剩下的相对都是比较容易的。最后，就是掌握

选择题的答题技巧，这一点非常重要，下面给大家总结了以下方法。

★方法 1：直推法

结果，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计算类选择题一般都用这种方法，其它

题也常用这种方法，这是最基本、最常用、最重要的方法。

★方法 2：反推法

反推法即反向推导或反向代入法。反推法是由选项(即选择题的各个选项)

反推条件，与条件相矛盾的选项则排除，相吻合的则是正确选项，或者将某个或

某几个选项依次代入题设条件进行验证分析，与题设条件相吻合的就是正确的选

项。

★方法 3：反证法

在选择题的 4个选项中，若假设某个选项不正确(或正确)可以推出矛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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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选项是正确选项(或不正确选项)。选择先从哪个选项着手证明，须根据题

目条件具体分析和判断，有时可能需要一些直觉。

★方法 4：反例法

如果某个选项是一个命题，要排除该选项或说明该命题是错误的，有时只要

举一个反例即可。举反例通常是用一些常用的、比较简单但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如果大家在平时复习或做题时适当注意积累一下与各个知识点相关的不同反例，

则在考试中可能会派上用场。

★方法 5：特例法(特值法)

如果题目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命题，则可以尝试采取一种或几种特殊情况、

特殊值去验证哪些选项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者哪些极有可能是正确的或

错误的，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特例法用于以下几种情况时特别有效：(1)条件和结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时，

通过取特例来确定或排除某些选项;(2)对于不成立或极有可能不成立的结论需

用举反例的方法证明其是错误时;(3)对于一些难以作出判断的题，假设在特殊情

况下来考察其正确与否。

★方法 6：数形结合法

根据条件画出相应的几何图形，结合数学表达式和图形进行分析，从而做出

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这种方法常用于与几何图形有关的选择题，如：定积分的几

何意义，二重积分的计算，曲线和曲面积分等。

★方法 7：排除法

如果可以通过一种或几种方法排除 4个选项中的 3个，则剩下的那个当然就

是正确的选项，或者先排除 4个选项中的 2个，然后再对其余的 2个进行判断和

选择。

★方法 8：直觉法

如果采用以上各种方法仍无法作出选择，那就凭直觉或第一印象作选择。虽

然直觉法不是很可靠，但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况且人的直觉或第一印象有时还是

有一定效果的。

在以上方法中，基本的方法是直推法，就是运用数学基本知识和方法进行分

析判断，从四个选项中找出符合要求的那个选项；排除法是对所有考试中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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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适用的方法，是一种普遍性的方法；反例法是针对以数学命题作为选项的题

目很有用和有效的一种方法，运用得当可以很快找出答案。

建议大家拿到试卷检查无误后先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熟悉的题，先解决掉自己

有把握的再说，省得最后没有时间了把自己会的忽略了。针对数学一，一般而言，

考研数学第一道大题填空题基本上全是概念性的题目，计算量不大，考生只要复

习过，没有遗漏知识点，基本全都可以很快做出来。

第二道大题选择题，其中有三四道题是大家都会做的，还有几道偏难的选择

题，一时拿不准可以先放一放，实在不会还可以猜一猜;而第三道、第四道大题，

一般来说难度不大，可以先做。

历年试题这两道主要是高等数学的基本问题，如极限、偏导数或定积分应用

题。接下来的高等数学的题目可能有些难度，如果考生对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比

较擅长，可以先各做一个大题，这样整个卷面分数就可以达到 70 分左右，分数

线可以通过。

来源：起点考研网

考研：高频人物、著作大总结！

1.林则徐 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编成《四洲志》。

2.魏源 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3.严复 写了《救亡决论》一文，翻译了《天演论》。

4.洪秀全 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

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5.洪仁玕 提出《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

主义的方案。

6.冯桂芬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李鸿章、奕诉、曾国藩、左宗棠 洋务派代表，推行洋务运动。

8.康有为 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启超 写了《变法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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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 写了《仁学》。

9.章炳麟 歌颂革命为"启迪明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

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10.孙中山 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建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领导

辛亥革命。

11.邹容 写了《革命军》。

12.陈天华 写了《警世钟》《猛回头》。

13.陈独秀、王明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二次

革命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提出"毕其功于一役"，即"一次革命论"。

14.李大钊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5.毛泽东 (此处为重点中的重点，建议参考考试大纲来回反复研读)。

16.张学良 1936 年发动西安事变。

17.陈云 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

18.周恩来 1953 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 年，提出"向科学进军"

的口号;1963 年，周恩来将我们党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政策和主

张归纳为"一纲四目"。

19.刘少奇 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写入党章。

20.邓小平 形成邓小平理论;1978 年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992 年，发表南方谈话。

21.江泽民 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2.胡锦涛 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以上是考研政治中的高频人物、著作的总结，请各位考生务必记牢!务必记

牢!务必记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来源：新东方 2020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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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四类阅读常考题型剖析

在阅读中，一般会考查这四种题型

一、词汇题

词汇题也就是在问在文中某个标注出单词/短语的释义，有可能是原本的意

思，也有可能是结合上下文延伸出的意思。表面上在考查大家的词汇量，其实不

然，真正考查的是你对上下文，或者说对于上下 2个长难句的理解。

建议大家在做这种题的时候，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关键词/短语，从上下文

找出答案，有的时候，是可以找到同义词组或者是对这个词有解释的某句话。或

是将选项代入文中，用排除法找到。

二、细节题

细节题是在一篇文章中考查多的题型，要求大家对全文意思和框架理解透彻。

往往在此类题上设置的陷阱也比较多，比如老师常说的：偷梁换柱、正反混淆、

颠倒因果等。因此，在做这类题时，千万别想当然，很多时候答案是反常识的。

提醒大家，准确率高的方法就是返回原文，定位，找到依据。如果想追求保

险的话，可以找到每一个选项的错误原因，这样一来，剩下的那一个就肯定是正

确答案。

三、态度题

基本上 70%的文章中都会出现态度题，相比其他题型，态度题算是总容易拿

分的题了。因为作者的态度无非就是：支持或赞同、中立或客观、怀疑、批评或

反对。

1、积极肯定：amazed concerned complimentary instructive positive

favorable approval……

2、中立态度：objective neutral compromising indifferent impartial

imprejudiced ……

3、消极否定：pessimistic negative arbitrary biased partial depressing

critical object……

提醒大家，其实在整篇文章当中作者都有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要想准确

找到作者的态度，就要抓中心句，尤其是文章当中带有明显褒贬义的字词和句子。

四、主旨题



11

主旨题一般会出现在第一道题或是最后一道题里。常见的考查方式有 best

title(给文章定一个题目)、main idea(中心思想是什么)、conclusion(结论)、

the writing purpose(写作目的)……说到底，这些问题的落脚点都是文章主旨。

建议大家在做主旨题的时候要准确找到主旨句，通常在文章的前几段或是最

后几段里。在通读一篇文章时，要特别注意理解首末段以及找到文章中有转折的

句子/段落。

来源：起点考研网

考研复试中文自我介绍范文

中文自我介绍时主要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说话要有层次，条理清楚，抓住

重点。

第一，先一句话自我表明身份，此时音质和音色好的同学，马上就能吸引导

师的注意。

第二，几句话概括一下自己的特点，这是关键，导师希望听到导师需要的特

点。

第三一段话简介自己的经历，而且强调的都是导喜欢听的经历，并且点明这

些经历对你个人对你的学业有什么帮助。

第一部分，表明自己身份：姓名。年龄。原来的院校、专业。这一部分没有

过多要说的，同学们发音要准，吐字要清晰就可以了。

例如：

1)各位老师好，很高兴你们给我这样一个参加面试机会。我是陆浩博，今年

22 岁，是河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的本科届生。

2)各位尊敬的老师：你们好!我的名字叫陆浩博，22 岁，来自历史文化名城

保定。我是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应届毕业生，我的专业是名牌专业：学

前教育。

第二部分：用几句话概括下自己的特点。这一部分不要太夸张，而且要特别

重视，时间的长短看自我介绍的时长决定，时间短时就不要太啰嗦，时间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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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点举例子说明。

例如：

1)我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女生，随和，自信，乐于助人，有责任心，是我样让

我的生活非常充实。

2)我是个有想象力的人，对什么都很好奇，求知欲较强，尤其喜欢历史、文

学、人文地理等学科，而且深深迷恋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一爱

看书，二爱旅行。对生活充满希望，因为我始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

要自己不放弃，我的这一生一定会活得有意义的。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最为重要，要简单的介绍自己的经历，而且要强调导师喜

欢的经历。导师看重的不是经历，而是你的这些经历让你学到了什么，你学到的

这些东西对你的学业又有什么帮助，这些才是导师重点看的。

例如：

1)我想谈一下我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实践让我从从各

个方面提高了自己，不但让我学会了如何思考，学习的方法，还让我看到了实践

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学生，我深知学习机会的不易，我学习很努力，其中 3年拿

了学校的奖学金，我还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和设计大赛，曾在河南理工大学首届

和第二届青少年科技文化节中分别荣获摄影大赛优秀奖和节徽设计大赛二等奖

在 2010 年中的设计大赛中工业设计类中设计的笔记本电脑荣获优秀奖。在大学

中我也遇到了好的老师和朋友，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对我能力的提

高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2)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努力提升自我素质，全面锻炼自己，在扎实

完成自己学习任务的同时，积极参与校内外学生社团活动，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连续三年获得校“二等”学习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大学生”等荣誉，

这些活动让我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选择考研，是对

大学生活的一份眷恋，是自我要求进步的体现，更是人生价值实现的一条途径;

选择学前教育是对自己本科学习的一种延续，也是对自己兴趣的一种坚持，虽然

冒了点风险。我们每个闯进复试的同学都有自己的一份坚持才会走到这里，我深

知这份机会的不易，所以倍感珍惜!

每个专业对学生都有独特的看重，所以说这一部分学生准备时千万不能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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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背模板，在这里透露一个小技巧，如果咱们已经认准一位导师，一定提前了

解他，看看他出过什么书，最近研究的是什么等等(网上技巧：直接百度输入学

校 空格 导师名字)，如果能认识他现在正带的研究生，会得到更多关于这位导

师的资料(各方面)，如果能不经意的提到与他观点相关的东西上，导师一般会非

常喜欢。除了阅读经典著作外，在复习的过程中还应有意地阅读一些与所报考的

学校在该专业内相关老师的学术著作。

刚才说到了模板，同学们无从下手时，还是可以按模板做一个自己的，以备

不时之需。但是同学要要切记，模板归模板，同学们根据模板写出自己的自我介

绍后，一定要修改，加上自己的特色，也要加上目标院校的一些特色。

下面这两个模板一个是 1~2 分钟的短小精悍版，一个是 2~4 分钟的长篇大论

版，其实主要内容都一样，只要时间长的针对于自己的特点和经历加以修饰了而

已。

一、短小精悍版：

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哪里人，是否党员，就读于哪个大学，什么

专业，即将获得某某学历和某某学士学位。

大学期间曾担任什么班级职务或学院学校职务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奖励多少

次，有没有考过雅思?托福[?GRE?成绩如何，何时通过英语四、六级，成绩如何?

其他资格证书?有无辅修专业?几次重要实习?四年里有没有挂科或重修记录?毕

业时全程学分成绩多少分。

本科期间，系统地学习了哪些专业的相关知识，从基础理论某某的到实用性

较强的某某等。由于对某某学的热爱，还选修了某某、某某等课程。各种实验和

实习，培养了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四年的本科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

也是一种学习方法的揣摩以及思路的探索。

本科四年一直密切关注某某，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经历，对某

某专业情有独钟，因此放弃了保研并毅然报考了某某大学某某学院某某专业。今

年以总分多少分(政治多少，英语多少，专业课 1多少，专业课 2多少)的考研成

绩进入了复试。希望通过研究生期间专业系统地学习，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

实际问题，并希望在自己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做出好成绩。

二、长篇大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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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某某，多少岁，哪里人，将于几几年几月毕业于某某大学某某专业，获

某某学士学位。今天，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能成为某某大学某某学院某某专

业的一名研究生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大学期间曾担任什么班级职务或学院学校职

务，于几几年几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奖励多少次，;

有没有考过雅思?托福?GRE?成绩如何，何时通过英语四、六级，成绩如何?其他

资格证书?。另外，有无辅修专业?什么专业?成绩如何?四年里有没有挂科或重修

记录?毕业时全程学分成绩多少分。(这一部分大家都懂的，不再过多解释)。

本科四年期间，我系统地学习了某某专业的相关知识，从基础理论的某某、

某某到实用性较强的某某、某某等。由于对某某学的热爱，还选修了某某、某某

等课程。除了理论上的学习外，各种实验和实习，也让我受益匪浅。某某、某某

等实验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某某、某某实习，不仅使我获得

了宝贵的知识，更加锻炼了我的意志;某某、某某的实地参观与学习，让我对一

些工艺流程了解的同时，也对该行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说

清自己在本科学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能力)。

大学四年的本科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一种学习方法的揣摩以及思路

的探索。为了将学习的理论应用于科研，在大几哪个学期时，我在某某教授?or

副教授?的指导下，参与了哪个级别(国家级?省级?校级?)的科创项目“某某某某”，

完成了结题报告?or 撰写了论文《某某某某》或申请了专利?，在导师的教导下，

在与师兄师姐的讨论和交流中汲取了丰富的研究经验。(这一部分介绍的一定要

是与你要考的专业相关的，如果跨专业，跨度又比较大的，一定要说与你要考的

专业有用的，无关的不要多说)。

我即将在大四期间、某某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实验并撰写毕业论文《某某某

某》或毕业设计《某某某某》。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我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

科研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我深刻体会到科学研究的逻辑性与严谨性，领悟

到“提出问题—科学调研—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科

研思路，并进一步体会到在科研道路上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本科四年一直密切关

注某某某某，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经历，使我对某某专业情有独钟，

因此放弃了保研并毅然报考了某某大学某某学院某某专业。今年以总分某某某分

(政治某某分，英语某某分，专业课 1某某某分，专业课 2某某某分)的考研成绩



15

进入了复试。(这一部分就需要技巧了，要投导师所好，讲导师喜欢听的，这一

部分也是最容易把你查到的与你要报考的学校导师相关的课题资料穿插进去的)。

虽然我是跨专业，但是我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管今后在学业或科研上

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尽办法克服。我深知作为跨专业的我在专业知识方面存在

很多缺陷，但是我有信心，在未来的日子更加积极主动去努力学习。我希望通过

研究生期间专业系统地学习，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并希望在

自己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做出好成绩。(这一部分同学们根据自身情况取舍，也不

过多解释)。

为了做一名合格的研究生，既对导师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在读研期间，我

进行了如下规划：第一，根据学院课程设置，合理安排每学期课程。尤其注重学

习专业领域内的相关基本理论知识。第二，坚持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学习与

研究计划，积极向导师汇报自己的学业进展。第三，注重自主学习能力与科研能

力的培养。积极主动地关注学科前沿的理论问题，提高自己科学分析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第四，积极参加各种实验、学术研讨会、实践调研活动等，以促进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总之，在研究生阶段，我会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掘自己最大的潜力，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如果在研

究生期间，自己的科研能力获得导师认可，我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将会是一

个我期待已久、并为之付出自己全部努力的学习过程，我已经让自己做好了全面

的准备。(这一部分同学们可以好好规划，注意最多说四五六条就可以，千万不

要列举到六点之后再总结，太多冗长而繁琐，分条说明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来源：新东方在线 2021 年 4 月 6 日

考研复试口语要求及评分标准（1）

考研复试中的口试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部分：考查学生理解并回答有关日常生活、家庭、工作、学习等问题的

能力(3 分钟)。

第二部分：考查学生连续表达的能力。考生从所给你的问题中选择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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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话题表达自己的看法(3 分钟)。

01 第一句话(first word)

见到考官的第一句话，很关键，不用说的很复杂。可以是一个简单句，展示

出自信和实力。千万不要来一句“sorry, my English is poor”。

常见的开头有： I am glad to be here for this interview. First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 my number is …

02 作自我介绍——成长经历

有很多学校要求做一个自我介绍，这一问题并非在请你大谈你的个人历史。

考官是要在你的介绍中寻找有关你性格、资历、志向和生活动力的线索。另

外在介绍性格和爱好的时候，适合把家庭介绍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父母给了你哪

些方面良好的影响。不要流水帐似的介绍家庭成员。

可以这么说：在这里给出描述个人品质常用词汇的中英文对照，可以参考。

03 如果他们没有听明白，可以说

"Could you speak slowly ?"

"Sorry,I didn`t prepare for this question"

相信英语口语菜的人大有人在，豁出去了 保持微笑：I am sorry! I beg your

pardon? I don't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Could you repeat it again?

Sorry, I don't know. (I am little acquainted with the aspect of special

knowledge)But I wish I can have a chance to learn more deeply the knowledge

under your direction .

04 常见问题

注意在准备的过程中，要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见解来准备答案，让自己回答的

问题和整个的自我介绍融为一个整体。要不然很容易被考官抓住把柄，问个没完，

很容易因紧张而露出马脚。在每一年的面试中都会有很多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

看起来很平常，却有很多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被考官抓小辫子。

回答这些常见的看起来很平常的问题，是很有艺术的。

（1）"What can you tell me about yourself?"

("关于你自己，你能告诉我些什么?")

This is not an invitation to give your life history. The inter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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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looking for clues about your character, qualifications, ambitions, and

motivations.（不完全等同于自我介绍，选一部分。可以谈谈你自己吗?这不是

一个让你讲述自己历史的问题，面试老师希望通过你的回答来了解你的性格，学

业成绩，理想抱负和动机。）

（2）"What would you like to be doing five years after graduation?"

（毕业后五年内你打算做什么?）

If possible, I will go on with my study for doctorate degree. After

graduating received doctorate degree, I wanted to teach in university,

and continue research in Archaian(古代的) literature field, I hope I can

have some achievement in my major.（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读博。拿到

博士学位后，我希望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继续研究古代文学，希望可以在在专

业方面小有所成。）

（3）"What is your greatest strength"?"

（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最突出的优点是什么?")

这是你"展示自己"的最佳机会，不要吹嘘自己或过于自负，但要让面试老师

知道你相信自己，你知道自己的优点。

"I feel that my strongest asset is my ability to stick to things to

get them done. I feel a real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when I finish a job

and it turns out just as I'd planned. I have set some high goals for myself.

For example, I want to graduate with highest distinction.（我认为我最

大的优点是坚持不懈。如果我如计划完成我的工作，我会感到莫大的成就感。我

给自己定下了很高的目标。比如，我希望成为优秀毕业生。）

（4）"What is your greatest weakness?"

（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你不应该说你没有任何弱点，以此来回避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弱点。最佳

策略是承认你的弱点，但同时表明你在予以改进，并有克服弱点的计划。

Maybe because I am young people, I am a short fuse girl in daily

life,fortunately I have realized it was disadvantage, and I am trying my

best to get rid of it.（也许因为我还很年轻，日常生活中我有些急躁，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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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缺点，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它。）

（5）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progress to date?

（迄今为止，你如何看待你的进步?）

"I think I did well in school. But I am clear that I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walk to realize my dream and finally achieve self-value. I will

try my best.（我觉得我在学校做的很好，但是我很清楚实现我的梦想，实现自

我价值，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会全力以赴。）

（6）What has been your greatest accomplishment?

（你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I will try my best to accomplish my plan as soon as I make a good choice,

and I am not distracted by circumstance and I never give up my choice,

such as this post-graduate exam.（当我做出选择，我会尽我所能，尽快完成

计划，不会因环境分心，不会半途而废，就像面对这次研究生考试一样。）

（7）What are some of the things you find difficult to do?

（哪些事情你觉得做起来很困难?）

I don’t discourage, on the contrary, I will actively think measure

to conquer it and put measure into practice, I am sure I will succeed in

the end.（恰恰相反，我一点儿也不泄气，我会积极地想办法去克服困难，并付

诸实践。我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我。）

（8）What is the worst thing you have heard about our university?

（关于我们的大学，你听说过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To tell the truth, I don’t completely know our university, I know

it only by internet and some students, so I don’t randomly value it, but

during my preparing this post-graduate exams, I obtained some helps coming

from our university. They were very warmhearted, and I very appreciate

them. In a word, I have very good impression about our university.（说

实话，对我们的大学我了解有限，我只是通过互联网和一些学生来了解我们的学

校，所以我不会随意评价，但在我准备研究生考试时，从我们的大学我得到了很

多帮助。他们非常热心，我非常感激他们。总之，学校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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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scribe your best friend and what he or she does for a living.

（描述一下你最好的朋友，她/他是做什么的?）

First of all, I have many good friends; we often study, discuss and

play in harness. To speak of my best friend, maybe it belongs to **, she

is a warmhearted, hardworking strong-minded girl, we were favor

indiscussing some our interesting questions.She also took the

post-graduate exams, and obtained very good result. I heartily hope she

has.（首先，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学习，讨论，玩耍。谈到我最好的

朋友，那就是她/他了，她为人，热心肠，工作努力，有主见。我们喜欢探讨我

们感兴趣的东西。她也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并且获得了不错的结果，真心希望她

前途光明。）

（10）In what ways are you similar or different from your best friend?

（与你最好的朋友相比，你们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I think we have many similar characters, such as warmhearted,

hard-working etc. To mention difference, I think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she does anything slowly, on the contrary, I am short fuse. Maybe

we can supervise and urge both sides, so we are very good friends.（我

想我们有许多性格上的相似点，热心，努力。谈及不同点，我觉得我们之间最大

的不同，她是个慢性子，正相反，我是个急性子。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可以互相监

督和鼓励对方，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未完待续）


	目    录
	研招网上调剂，简单四步搞定！
	2022考研全程复习规划
	考研数学难？那是你没掌握正确的解题思路
	考研：高频人物、著作大总结！
	考研：四类阅读常考题型剖析
	考研复试中文自我介绍范文
	考研复试口语要求及评分标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