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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国家线”公布后，有些考生过了“国
家线”但是未达到报考院校的复试线时，有的
考生复试没有通过，无缘第一志愿。这类考
生大都会选择参加调剂，以此重新获得“上
岸”的机会。

一般情况下，复试结束一周之内，各高校
会公布拟录取结果以及拟接受调剂专业的相
关通知，考生需要密切关注相关内容，第一时
间掌握录取情况。有调剂意愿的考生，需要
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申
请调剂。

调剂时该如何选择院校，是首要问题。“我
选择调剂的学校时，学校名次优先级最高，当时
主要考虑的是毕业时就业机会好不好，学校资
源是否充足。”2021年曾参加过调剂的李思程
说，“选择院校不宜过多，可以依据自己期望大
概筛选出 10个学校，若过了A线，尽量冲A区
的学校，但同时找几所B区院校保底；若只过B
线，西藏、青海、宁夏这几个地方竞争压力较小，
而云南、广西、甘肃的学校竞争就比较激烈了。”
对于调剂信息来源，李思程表示，调剂信息最
全、最可靠的是各个学校研究生院官网，希望考
生尽量避免非官方消息来源，防止受骗。

据了解，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网上调剂意向采集系统”将于 3 月 31 日开
通，“调剂服务系统”将于 4 月 6 日开通。届
时，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凭网报时注册的用
户名和密码登录该系统申请调剂。

考生申请调剂前，须认真阅读《2023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以及招生单
位（含各院、系、所）的调剂工作办法、计划余额、
接收考生调剂时间、基本要求、工作程序、调剂
复试办法等信息，以及相关专业不同学习方式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在培养、奖助等方面的政
策区别，按招生单位要求填报调剂志愿。

申请调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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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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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三个志愿该如何填报，李思程也给
出了自己的经验，他说：“不需要听机构说的
留一个志愿不填以防万一，应该按照自己的
选择，放两个值得冲刺的学校，最后放一个保
底也就是录取希望最大的学校，不放过任何
一次机会。”

考生提交调剂志愿后，请及时登录调剂
系统，查看志愿状态及是否接到复试通知。
如接到复试通知，请考生及时通过调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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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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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一旦确认接受待录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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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考生一定要慎
重选择。

调剂期间如有疑问，须及时与招生单位
联系。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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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内，全国各大高校硕士研究生复试陆续开展。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新阶段，众多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复试环节从线上回归线下。我省高校
复试方式有啥变化？复试难度是否会增加？线下复试有啥注意事项……3
月20日至22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3 月 20 日，山西大学公布了 2023 年硕
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今年该校共有 34个
专 业 一 志 愿 分 数 线 高 于 教 育 部 划 定 的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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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考生）”
分数线（即“国家线”），其余专业均执行“国
家线”。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试线为
350分，高于“国家线”（323分）27分。山西

大学通知，今年考研复试工作原则上采取现
场复试方式，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为 3 月
25 日至 31 日，复试实施细则、时间、方式、
地点等由各学院（中心、所）在其网站公布。

3 月 21 日，太原理工大学公布了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今年该校共有
27个专业第一志愿分数线高于“国家线”。
其中，专业学位中软件工程、人工智能专业

复试线为 330 分，高于国家线（273 分）57
分。此前，太原理工大学发布了“复试程
序”，明确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一志愿
考生复试时间拟安排在 3月 24日至 26日，
第一志愿复试方式为现场复试。

目前，山西财经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等
高校也公布了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复试、调剂相关工作的公告。山西财经
大学第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为 3月 25日至
27日；太原师范学院第一志愿考生复试时
间为 4月 1日、2日。这两所高校同样拟采
取线下形式组织复试。

不同于线上复试，线下复试增加了笔
试环节，导师也可以与考生面对面沟通，对
考生的考查更加全面。

“相对于线上考试，与考官‘面对面’难免会
有紧张感，以笔试成绩代替线上随机抽取题目
回答，复试压力也会增加。”毕业于太原理工大
学的高峰今年是“二战”考研，他告诉记者，“虽
然线下复试难度大些，但对于初试成绩排名较
后的同学来说，线下考试有更大的翻盘几率。”

报考山西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考生

小潘认为，“线下复试可以和考官面对面交
流，更多地展示出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并且
线下复试有笔试加面试两部分，初复试分
数占比也会更加合理，相对于以往线上复
试，感觉会更加公平。”

据了解，研究生招考考生总成绩采取初
试总成绩与复试总成绩进行加权的记分办
法。2022 年多数高校的记分办法为：考生
总成绩=初试总成绩初试满分×100× 70%+
复试总成绩×30%。今年的计分办法有所调

整，多所高校复试占比调整到 40%。以山西
财经大学为例，将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折算
为标准单位，初试成绩占 60%，复试成绩占
40%，合计形成考生总成绩。录取总成绩在
计算过程中保留两位小数。

面对今年考查方式的变化，采访中，考
生们表示今年在复习的过程中都按照线下
复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未来可能
有少数高校采用线上复试，也不会产生太
大影响。在抓紧时间准备面试的同时，考
生们通过多种渠道联系目标学校同专业的
学长学姐，向他们请教考试内容、收集历年
复试题目，并了解导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
成果，为接下来的复试做更充足的准备。

对于大部分考研学子而言，复试一般由
专业基础知识测试（笔试）、外语听力及口语
测试（口试）、综合素质复试（面试）三个部分
组成。多位成功考研“上岸”的过来人表示，
复试中这三个方面都要有所顾及，可根据自
己知识储备制定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目前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研一的常蕊
告诉记者，在准备复试的过程中，她着重准
备了中英文个人简介，再次复习巩固教材，
并浏览了专业相关学者的著作。“因为时间
有限，我对自己要准备的东西进行优先级

排序，分配好时间进行复习。”常蕊说，英语
口语原本是自己的“短板”，但由于准备充
分，学科专业词汇背得滚瓜烂熟，在口语测
试环节，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如今已经走上职场的马强，2018 年通
过了硕士研究生考试。回忆起自己的复试
经历，他认为，“在确保了解复试内容、形式
的情况下，流利的表达和充满自信的状态
是成功的关键！”

面试中，有同学担心会紧张以至于大脑
一片空白。就这个问题，马强说，“我们在备

考期间已经将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了。
所以，面对老师的提问，要大胆开口，不熟悉
的问题可以用相关的知识点回答。关键是怎
么运用已有的知识去解释一个新问题。在与
导师短暂的接触中，流利的表达和充满自信
的状态，能让老师眼前一亮，对你加深印象。”

金晨是从职场回归校园的，在她看来，
面试时要让导师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你的逻
辑思维能力和踏实严谨、不卑不亢的态
度。“无论你考研的目的是为了进修读研，
还是为了求职找工作，当前的目标都是为
了被录取。导师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硕士
期间稳定得力的科研小助手，所以当导师
问一些将来发展规划的时候，可以顺着导
师的期待来回答。”

“在线上面试中，老师只能观察到学生
的面部表情和语言表达，因此面试很容易
变成程式化考查，获得的信息相对线下要
少；而在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老师与考生
的互动较多，现场氛围更容易调节，更有利
于适应性强的学生临场的发挥。”山西大学
新闻学院副院长、研究生导师李彩霞说，

“在面试过程中，我会通过考生的回答，来
看考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以
及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科研思维。”

理工类的考查与文科略有不同。在太
原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王老师看来，理工类
的考核中更看重学生是否具备实践和自主探
索能力。“由于理工类大部分的专业需要学生
做实验，学生要在实验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
总结出失败的原因。因此，动手能力和良好
的心态也是我们所注重的方面。”王老师说。

面对即将到来的复试，李彩霞给出了
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考生要仔细思考所提出的问题，

明了问题真正考查的是相应知识的掌握程
度和思维方式。不要抓住问题中的一个词
语就夸夸其谈，即使答了很多，未能抓住核
心，得分依旧会偏低。基础知识如果不知
道或者只知其然，很容易被判定不合格。

其次，在面试过程中，若老师在提出问
题后没得到学生的回应，往往会再发问，这
个发问很可能是对上个问题的思路提醒，
如果能紧跟思路回答出问题，一般不会影
响得分。

最后，考生在回答问题时，切记不要受
到社会培训的影响，不分析问题，就一律套
用宏观、中观、微观等套路，这样会直接拉
低印象分。

申请调剂时
这些要注意

复试不要做
气喘吁吁，神色慌张。
对方不伸手，不要主动伸手。
不要自行就座，要等对方示意。
就座时不要任意挪移位置。
不要把随身物品乱放。
交谈中，眼神不要闪烁不定，不要咬嘴或噘嘴。
不要打断对方，以及和对方争论。
无论是没听清楚考官的问题，或是已经回答完毕，包括在回答问题时

由于思考而引起的停顿，都需要用明确的语言告诉对方，切忌默不作声。

高 校
部分专业分数高于“国家线”复试回归线下

考 生
线下复试难度大些 但感觉更公平

过 来 人
要有信心，面对提问大胆开口

导 师
科研思维和动手能力是考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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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这么做
站腰要挺直，双肩自然放松，双手自然

下垂。
坐：抬头挺胸，平视对方，不要瘫在椅子

上。目光稳定，不要有小动作，腿平放，手自
然放在腿上。

谈吐自信、口齿清楚、声音洪亮、答题简
洁、条理。

衣着整洁、得体。
注意细节敲门、关门、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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