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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考研成绩陆续公布

复试or调剂 双管齐下早准备
最近几天，一些高校相继开通考研初试成绩查询系统，

尚未公布成绩的高校，也将在近期公布成绩。164.9万报名
参加考试的学子大抵都在复试在即的欣喜、争取调剂的焦
急、笔试不佳的失望等情绪当中。那么，笔试成绩好就能稳
妥拿下录取通知书吗？争取调剂是否能转入别的专业？公
共科目不达标还能参加复试吗？本文对考研知识进行梳理。

考研调剂可以说是让很多
复试失利的考生不放弃梦想的
理由，即便不能如愿去到自己最
想要的院校，就算退而求其次也
是极好的。

据了解，“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的考研调剂系统将在春
节过后开通。往年，调剂系统开
通时长在一个月左右，但是专家
提醒，每个学校的调剂名额有
限，考生最好提前了解调剂政策
和步骤，尽早打电话到目标院校
询问调剂情况，确认各校接受调
剂材料的截止时间。

一般而言，考生申请调剂要
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初试成绩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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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

专业相同或相近；三是考生初试
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
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
应相同。专家介绍，每个学校的
调剂名额有限，所以考生最好提
前了解一下调剂的步骤、方法、
政策等。

专家还提醒，调剂并非局限
在所报专业，专业相近都可以争
取调剂。原则上，调剂要求入学
考试统考的两科与所调剂专业
的科目相同或相近。但我们也
经常看到跨学科甚至跨学科门
类调剂成功的，这种情况很少出
现在工学、经济学中，多出现在
法学、史学、哲学、文学、教育学
之间。例如从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调到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
学调到伦理学等。

跨专业调剂 也有可能成功

虽然分数线要等到春节后才
发布，但知道成绩，就如同吃了
一颗“定心丸”，考生可拿成绩对
比去年分数线，如果成绩超出往
年分数线10分以上，就很有希望
进入复试。

初试成绩和国家线公布后，
以国家线为标准的复试资格线也
会公布。各学校的热门专业考生
并非上了国家线就能进入所报考
学院的复试资格线。总体上看，
国内各高校的经济学类、文学类
的复试资格线普遍较高，历史
学、哲学的复试资格线则相对较
低。

差额复试，即指各学院根据
1∶1.2至 1∶1.5的比例确定复试
人数。例如该学院招100人，按1
∶1.2进入复试，学院就在线上选
120人进入复试。复试比例，表
明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一
般在 30%到 50%之间，也有些学
院高达 60%，初试成绩高的考生
如果复试“走过场”，极有可
能名落孙山。研究生入学
考试参照的是初试加复
试的总成绩，加权
总成绩就是把总
成绩折合成
百 分 制 ，
如果初

试、复试各占 50%的话，就等于
“初试成绩总分×50%+复试成绩总
分×50%”，录取就按照加权后的
总分从高到低进行。

“复试时，英语口语不要管会
不会说错，一定要大胆开口，老
师提问时要认真听，听不懂就请
老师重复一遍；专业课面试时，
假如抽到完全不会的问题，甚至
可以试探地问导师组，是否能够
重新抽一道题。” 南昌大学硕士
研究生小陈出招。

南昌某高校硕士生导师建
议，除了良好的心态之外，考生
应多关注学术界热点。关注 SCI
或 CSSCI来源期刊的热门文章和
话题，多关注所报考院系硕导的
近期论文和专著。与此同时，考
生要随时关心报考领域的新闻，
及时了解行业热点。

初试成绩高 也可能在复试中被淘汰

根据此前教育部发布的
《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工作管理规定》，2015年考研
有一项重大变革：对初试公共
科目(政治、外语等)成绩略低
于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的，
但专业科目成绩特别优异，或
在科研创新方面具有突出表现
的考生，可允许其破格参加第
一志愿报考单位第一志愿专业
的复试。这就意味着，对于那
些志在科研且能力突出，但是
英语或政治成绩略逊，或只是
在初试中没发挥好的考生，也
有了被录取的机会。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破格
复试应优先考虑基础学科、艰
苦专业以及国家急需但生源
相对不足的学科、专业。
对一志愿合格生源不足
的专业，招生单位
要积极做好调剂
工作，不得单
纯为完成
招生计

划或保护一志愿生源而降低标
准进行破格复试。合格生源(含
调剂生源)充足的招生专业一般
不再进行破格复试。破格复试
考生不得调剂，只能参加所报
院校的破格复试。

因此，具备科研能力的
考生，若公共课成绩离分
数线差距不大，也可
积极联系所报院
系，积极准备
复试。

公共课不过线 也有机会参加复试

孩子放假 爹妈上班
近3成家长带着孩子去上班

孩子放假了，爹妈要上班，
这仿佛是一对永久的矛盾体。这
个矛盾，每到寒暑假便密集爆
发。近日，某微信发布相关调
查，立即有无数家长感同身受。
调查结果是，这几天，办公室很
挤。因为上千位家长中，26%的
家长选择了“带着娃去上班”。

部分城市学校正式放假的时
间还没到，但家长们说，眼下才
是最抓狂的时刻：孩子期末考完
了，提前开启放假模式，可隔几
天又有返校日，暂时连送去外地
亲戚家的后路也给断了。

还有家长说，这个矛盾，寒
假比暑假更突出。“到了年边，
连请钟点工都要预约排队，更别
提请保姆全日带孩子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几
天，放假的孩子都去哪儿了？

调查发现，这几天，办公室
很挤。上千位家长中，26%的家
长选择了“带着娃去上班”。

“丁丁妈”就说，儿子才念
幼儿园小班，远远还没到“做一
枚安静的美男子”的年龄，“怕

打扰同事工作，只能带他去食
堂，可怜的娃不得不泡在那里，
一碗面吃了3小时！”

这位妈妈说，本来，她想把孩
子寄养在朋友家，因为朋友家小
孩和自家儿子年龄相仿，玩得拢，
加上朋友正好是幼儿园老师，带
孩子有经验。结果，朋友临时有
了其他安排，计划又泡汤了。

由此，后台也掀起了一轮关
于“教师职业受宠”的大讨论，
有位爸爸就得瑟：“娶了老师，
放假不愁。”

相比之下，“欧阳妈妈”庆
幸没有“人和”，好歹占了“地
利”，“单位离新华书店不远，每
天一早丢他在那里看书，中午接
到单位吃饭，下午再送回书店，
晚上下班了带回。但这也不是长
久之计，勉强先应付几天。”

调查中，也有不少小夫妻，
尽管孩子的去处还在风雨飘摇
中，却不太愿意把孩子送回老家
的父母那儿，“不正经地说，担
心孩子去之前是正太，几周不见
变闰土。正经点说，老人难免宠

孩子，送去前各
种规矩做得好好
的，回来全破功了。”

所以，还有19%的
家长宁可选择把孩子

“塞到培训班里去”，在比
例上，比选择“送去老家”
的6%高出一倍还多。

“傅爸爸”霸气补充：“让妈
妈请假带孩子。”这也得到了不
少家长的赞同。

“恒恒妈”说，对于放假了
孩子的安顿问题，她的解决方法
是：舍弃工作，保全孩子，“始
终认为亲子陪伴对于孩子的童年
至关重要的。”

以上就是爹妈们没有办法的
办法，还有近 3成的家长依然在
苦恼，“过了今天，孩子明天的
去处，还没有方向。”

答案晒完了，小编只想
感叹一句：当爹妈的，都
不容易。

好在，再上 7 天班，
你们也能放假了。

（本报综合）

寒 假
来临。小鬼当

家，安全第一。在
家，如何防火防盗防

触电防中毒；出门，如
何保护自身的安全，防骗
防害防意外事故。这既是
常识，也是技能，更是青
少年在假期生活中的
必修课。

交通事故

【提示】不要
多人同骑一辆

自 行 车 ，过
马路要看

好 红 绿
灯。切

勿在
马 路 上

奔 跑 、打
球、玩耍。

拥挤踩踏

【提示】身处拥挤人群当
中，要时刻保持警惕。发觉

拥挤的人群向着自己行走的
方向涌来，应马上避让到一旁，
但不要奔跑，千万不能被绊倒，
避免自己成为拥挤踩踏事件的
诱发因素。如果在路边要有商
店、餐馆等可以暂避的场所，应
进入回避一下。切忌逆着人流前
行，那样非常容易被推倒在地。

鞭炮炸伤

【提示】购买指定商家的正
规商品。不要把点燃的爆竹乱
丢，更不要在燃放烟花爆竹时嬉
笑打闹。燃放烟花爆竹时不要用
手直接拿，而要放在地上点燃，
观赏时保持距离。

漏电触电

【提示】如果发现电线上有
某处电线皮剥落，千万别去触
摸，尤其是手上有水时，更不能
去触碰。

应该知道家中总电闸的位
置，紧急情况下立即切断电源，
保住性命。如果发现家中的保险
丝已经烧断，要请懂电的专业人

士来修理。发现有人触电应该用
干燥物或绝缘体等将触电者与
带电物体分开。

遭遇火灾险情

【提示】不要盲目开门开窗，
可用手先摸一摸房门，如果很
热，千万不要开门，不然会助长
火势或“引火入室”。不要盲目乱
跑、跳楼，这样有可能造成不应
有的伤亡。如必须从烟火中冲出
房间，要用湿毛巾、衣服等包住
头脸，尤其是口鼻部，低姿行进，
以免受呛窒息。

上门诈骗和盗窃

【提示】单独在家，如有陌生
人来访，勿轻易开门。即使对方
说受爸妈之托来的，也得先给父
母打电话确认。当接到“你爸爸、
妈妈在家吗？”“你是不是一个人
在家？”等试探性电话时，一定要
提高警惕，可以假意让大人接听
或者借口对方打错而挂断电话，
千万不要透露独自在家的情况。

烫伤烧伤

【提示】由热油、热水等造成
的小面积烫伤如未造成皮肤裂
伤，应立即脱离热源，并用冷水
冲或用冰块、冷毛巾冷敷20分钟
左右，这样既可以减轻疼痛，又
可降低损伤程度。如果伤情严
重，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小鬼当家

远离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