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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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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欢
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本
刊开设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
从校长的角度探讨教育理念。
精彩课堂：
老师分享课堂教学心得。
师说心语：
老师对学生成长过程的关注。
校园达人：
有特殊经历或技艺的师生。
域外传真：
海外教学、学习经历。
快言快语：
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见解。
我读经典：
经典文学作品读后感。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
新闻线索。
投稿邮箱：3507581896@qq.com

复试备考要“知己知彼”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主要考
查考生的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综
合素质等。”海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
长刘婉秋介绍，今年海南大学仍采
用线下（现场）复试方式，一般包含
笔试和面试两大部分。此前，笔试
科目内容已在2024年招生专业目
录中公布，面试主要包括专业知识
考核、综合能力考核以及英语应用
能力考核三个部分。

“考生首先要充分搜集信息，
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海南大学
学生于琳琳告诉记者，搜集的信
息主要包括往届复试录取情况、
往年复试真题、专业相关书籍、导
师研究方向等。她认为，研读导
师论文是复试准备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通常情况下，复试的专业
问题都与导师近几年的研究内容
有关。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
一学生杨拾一看来，报考院校的学
长学姐经验帖也是信息搜集的一大
关键，“去年备考时，我翻阅了大量
过来人的经验分享资料，吸取他们
的经验，避开了一些‘坑’”。

杨拾一建议，复试前，考生要
规划好学习时间，制定中短期学
习计划，重在抓效率，而非单纯拼
时长。同时，总结初试备考的经
验教训。

据介绍，各院校将结合自身实
际，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复试。
以海南大学为例，该校将按照“随机
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复试
小组成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

“三随机”原则组织复试。
“与初试相比，复试的专业课

内容更注重考查考生的专业研究
能力。”刘婉秋表示，考生应有针
对性地熟记参考书目的重点内
容，提前了解报考专业的科研动
态、科研方法、该领域最新研究成
果，以及目标导师的研究内容和
方向等。

于琳琳认为，考生对报考学科
领域是否感兴趣，会直接影响入
学后的学习效果，“复试中，考官
可能会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问
题，例如对未来职业的规划、对行
业发展的看法等，考查考生是否
具有专业认同感和继续进行深造
的潜力”。

过来人说：

如何与理想院校
一“研”为定？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与初试相比，硕士研究生招生复
试考查范围更广，除了专业素质外，
还包括思维应变能力、综合素质能
力、个人心态等多方面内容。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位成功“上岸”
的过来人，为广大考生分享成功备考
经验。

寻找考研“搭子”
开展模拟训练

“复试考查的一大重点是临场表
达能力，有逻辑地回答考官的问题是
获得高分的关键，需要考生提前反复
训练。”浙江大学传播学专业研一学
生颜昊建议，考生可以与一起备考的
同学或学长、学姐组成“搭子”，进行
考前模拟训练。

“英语和专业课的模拟题，都可
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练习。去年备考
时，我参加了多场模拟训练，对我帮
助很大。”颜昊说，考生们可以用往
年的复试真题进行训练，一边计时
一边录音，再有针对性地进行纠正
练习。

充分展现自我优势

吉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研二学
生姚珣岚认为，在十几分钟甚至更短
的面试时间里，考生要充分展现自我
优势，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

“考生可以在简历和复试问答环
节中，融入本科阶段的精彩经历，比
如本科阶段参与的研究课题、实习实
践项目、校内外比赛等内容。”姚珣岚
举例道。

“面试时，如果遇到不太熟悉的
考题，考生也无须太慌张，可以将考
题与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现实生活
中的具体例子联系起来回答，做到
有理有据、表达流畅、逻辑清晰。”颜
昊表示。

“与老师交流时，一定要实事求
是，切忌不懂装懂。”姚珣岚提醒。

逐步培养科研思维

中国教育在线有关调查显示，招
生单位认为影响硕士研究生考试录
取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专业知识储
备和科研经历。无论考查形式如何
变化，过硬的专业水平都是考研成功
的一大砝码。

中山大学法学专业研一学生
陈越认为，进入复试后，考生要更
有系统地将相关知识再复习一
遍。同时，还要学会逐步培养科研
思维，翻阅专业相关文献时，要尝
试站在一名“准研究生”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此外，备考过程中还要
多关注社会时事热点和专业的相
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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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课堂

围棋室内，学生们端坐桌
前，或沉着思考，或果断落子，
在方寸大小的棋盘上激烈“交
战”；篮球场上，运球、传球、拼
抢、上篮，学生们挥洒汗水、比
拼球技，感受运动的快乐……
近日，2024年三亚教育周末公
益课堂正式开课，吸引了近500
名初中生参加，丰富多彩的课
程点亮了学子的周末生活。

据了解，为缓解部分家长
周末“看护难”，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三亚市教育局面向三亚
市在籍在读初中生，启动2024
年三亚教育周末公益课堂，服
务时间为3月9日至7月7日这
段时间的每周六和周日（今年
春季学期的周末）。三亚教育
周末公益课堂在海南中学三亚
学校、三亚市第二中学设立2个

校区，开设16个班级。
近日，在海南中学三亚学

校乒乓球教室里，三亚市第二
中学初二学生王和奇凭借娴
熟的球技，获得同学们阵阵叫
好。“此前，我在课外培训机构
参加过乒乓球兴趣班。得知
三亚教育周末公益课堂招生
的消息，我就赶紧报名参加
了。”王和奇说，在这里能得到
专业教师指导，他的球技已有
所提升。

同样被三亚教育周末公益
课堂“圈粉”的，还有海南中学
三亚学校初二学生陈美渃。“自
由搏击课很有趣，能增强协调
性和耐力。我在这里还认识了
不少新朋友，这样的周末很精
彩。”陈美渃说。

“在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

我们允许每个学生选报两门课
程，目前球类和科创课程报名
人数较多。”三亚教育周末公益
课堂有关负责人介绍，结合初
中生的兴趣爱好，该课堂开设
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篮球、羽
毛球、围棋、机器人编程、影视
鉴赏等13门特色课程。此外，
还将通过送教上门的方式，针
对专门教育学校——三亚市育
苗学校的学生开设心理健康教
育、红色教育等课程。

三亚教育周末公益课堂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课堂招募有
丰富教学经验、具备资质的优
秀教师、志愿者或社会专业人
士参与教学，根据学生的需求
和特点规划课程、制订灵活实
用的教学方案，多举措保障课
堂的质量和效果。

三亚教育周末公益课堂开课

让周末“动”起来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成年人的少年宫”
不妨再多一些
■ 李思辉

“艺术夜校”大热之后，“艺术自

习室”又来了！据媒体报道，浙江省

文化馆利用场馆闲置时间，在周末

晚上推出免费“艺术自习室”。首批

艺术自习室包括 10 个钢琴自习室

和2个书法自习室。预约通道开放

后，短短数日就基本约满。预约成

功的市民中，主力是二三十岁的年

轻人。

一段时期以来，艺术教育普遍

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问题——在

很多地方，少儿艺术教育琳琅满目，

老年大学、老年文化活动中心门庭

若市，唯独处于中间地带的成年人

艺术教育几近空白。艺术是生活美

学的重要载体，成年人也有加强艺

术教育、丰富精神世界的现实需

求。浙江等地创造条件，让成年人

也有接受艺术熏陶、交流艺术感悟

的去处。

“艺术自习室”本质上都是对

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近年来，各

地纷纷新建或改扩建一大批文化

馆、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

化场馆。这些场馆节假日不缺人

气，但其他时间却可能因访客量减

少造成资源浪费。开放“艺术夜

校”“艺术自习室”等新举措，既让

上班族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参与舞

蹈、音乐、书法等兴趣活动，享受

艺术生活，又能让文化场馆得到更

充分利用，发挥更大社会效能，可

谓一举两得。

为“艺术自习室”叫好的同时，也

要看到：“艺术夜校”也好、“艺术自习

室”也好，都还是新事物，还需要一个

逐步探索、形成机制、避免走偏的过

程。比如，在课程设置上，作为公共

文化产品的“艺术自习室”应该尽最

大可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保证公平

使用；在场地和师资投入上，需要及

时配套资源，避免沦为“一阵风”；在

管理上，需要建立清晰的制度，敦促

市民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规定，避免

“乱哄哄”。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

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对艺术的兴

趣和需求也会越来越显著。因地制

宜地向社会提供适合成年人的公共

文化活动场所、产品，因势利导地对

全年龄段公民进行艺术教育、美学

教育，有助于提升人的审美能力，提

高人的艺术素养，继而拉高城市的

文明水准。

一堂堂艺术课程，一间间“艺

术自习室”，一处处“成年人的少

年宫”，提供的是琐碎生活之外的

“艺术与远方”，是对公民进行的

美学教育。创造条件，让更多人懂

得欣赏美、参与美、创造美，城市

的美就会更加丰富、更具格调。从

这个意义上说，“成年人的少年

宫”不妨再多一些，形成气候、形

成风景。 （据《光明日报》）

观点

2024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网上
调剂意向采集系统”

将于 3 月 28 日开

通，已完成一志愿录
取的招生单位可发
布调剂信息，有调剂
意愿的考生可查询、
填报意向信息。“调

剂服务系统”将于 4
月8日开通。

日 前 ，教 育 部 发 布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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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研考国家线发
布后，各招生单位根据规定，
在国家分数线的基础上，自
主确定并公布报考本单位的
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
求及其他学术要求。

复试在即，有哪些事项
需要注意？如何提高备考效
率，才能成功“上岸”（网络用
语，指考研成功）？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精心准备自我介绍材料

“ 面 试 是 不 是 像 找 工 作 一
样？”“一般会问哪些问题？”……
近日，在各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
考研面试的讨论帖热度不减。和
笔试相比，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
的面试环节除了考查考生日常的
知识储备，还对考生的口语表达
能力、临场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

浙江大学传播学专业研一学
生颜昊认为，考生要想在面试中脱
颖而出，一份出色的简历必不可
少。简历能让导师在短时间内了
解考生大学四年的经历，“建议多
润色几遍”。

有了简历这个“敲门砖”，接下
来还要为面试提问环节做好准
备。西南大学学科教学（语文）专
业研一学生关菲表示，面试提问内
容一般分为三类，即英语口语、专
业问题和非专业问题。

关菲回忆，她当初参加面试
时，遇到的英语提问内容相对简
单，例如“喜欢读什么书”“描绘所
住的城市”“介绍一下本科专业”
等，更多考查口语表达能力；专业
问题多与报考专业的热点话题、前
沿研究等有关。考生需提前熟读
报考院校提供的参考书或相关论
文；非专业问题则由考官随机提
问，主要观察考生的性格特点、求
学态度等。

关菲提醒，考生在复试过程中
要放平心态、举止文明、谦逊有礼，
给考官留下积极向上的第一印象，

“着装方面干净整洁即可，切勿浓
妆艳抹”。

备考过程中，考生除了要有明
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更重要的
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考生要认真对待、充分准备，
但也不用过分紧张。考生通过备
考过程能更深入地了解报考专业，
坚定发展方向。无论考试结果如
何，都会有所收获。”刘婉秋说。

截至2023年，

我国已累计培养

1100多万名研究生。

目前，

我国有 117个一级学科

和67个专业学位类别，

全国范围内布局了

1.9万多个学位授权点。

进入新时代，

全国780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

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输送了60多万名博士

和670多万名硕士。

（据新华社）
制图/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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