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研初试刚过 复试各种攻略已在网上出炉
提前“ 套磁”导师 听学哥学姐“ 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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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通讯员
陆钱斌 近日，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计算机应用系多媒体技术专
业部分学生拍了一部名为《 最后一
颗子弹》的校园爱情悬疑微电影。这
部微电影的主创团队表示，“ 每个人
都有表演的天分，所需的无非是心
动的舞台。”

与单纯的校园爱情电影不同的
是，整部微电影融入了悬疑剧情。男
女主角除了感情纠葛之外，还有“ 挡
子弹”等颇为“ 技术”的镜头。最后
一颗子弹究竟由谁射出？带着这样

的悬疑，观众在短短几分钟内，屏住
呼吸，“ 融入”剧情中一探究竟。

《 最后一颗子弹》的主创学生
之一黄乐说，小组一行人进行了为
时七天的微电影拍摄。在征询了指
导老师鲁家皓的意见后，决定了拍
摄的思路，就开始剧情编排、人员分
工。编写剧本的同学还要分镜头写
出每个片段出现的人物、动作及神
情。

尤其是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演
员单一个动作或一句台词出差错，
就会重复拍上20次直至符合剧情内

容。“ 同学们也纷纷抱怨说换摄像，
特别在遇到演技不好的同学时，就
会更加烦恼，只能通过后期的剪裁，
来完成整个作品的流畅性。”黄乐觉
得，记录的过程虽然艰辛，但能看到
自己的作品在荧屏上成功放映时，
心中充满着自豪感，与组员七天奋
战的辛苦也得到了回报。

“ 做微电影，你单有优越的条
件，却没有一颗持之以恒的心，是不
可能完成的。”黄乐说，“ 微电影”虽
然“ 微小”，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要想拍好，只有脚踏实地的努力。

技术帖
考研复试前“ 套磁”满天飞

“ 怎么才能在复试给导师一个
好的印象？有方向地准备复试会有事
半功倍的效果噢~”微博“ @武汉大
学研究生”在文章《 如何在复试的时
候给导师留下好印象》 中从导师喜
欢怎样的学生、怎样给导师留下好印
象、面试穿着、去导师家注意什么、如
何选导师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与老
师聊一聊关于专业方面的话题，送给
老师一些礼物，去老师家先给老师打
电话委婉地表示“ 请教”；面试时男
生穿西装要简洁，不要夹领带夹，女
生建议穿休闲装，不宜披发，可以适
当化些淡妆。”

这类面试前的准备工作被称为
“ 套磁”（ 典出自北方方言，有“ 套近

乎”之意），最先流行于留学申请者
之中，指留学申请者和申请学校的有
关教授通过Email联系，并通过联系
达到增加自己被录取和获得奖学金
的机会。“ @武汉大学研究生会”提
到：“ 要记住，这样的联系不是在走
后门，而是主动让导师了解自己。”

除了面试经验谈，“ @武汉大学
研究生会” 微博还分享了不幸落榜
后的调剂经验：《 国家分数线和调剂
复试技巧及注意事项》、《 考研成绩
出来后，你需要做的事（ 考研调剂经
验）》，“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
也发布了《 2013考研调剂常见七大
问题》。

对于调剂，首先争取原来所报院
校、专业的破格录取。报考学校的校内
调剂和本科所在母校的同专业调剂也
是两个最优选择。校外调剂则要牢记

“ 目标明确、掌握信息、主动出击”。
结语中，《 考研成绩出来后，你

需要做的事》的作者感慨到“ 落榜调
剂的经历比考研初试更能让人学会
在逆境中击败厄运”，并鼓励本届考
生：“ 落榜是因为在那个群体里不够
优秀，但不代表不能活得精彩。其实
人生如行路，走不通的时候，转个弯，
就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温情帖
看攻略不如找过来人帮助大

每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
公布后，微博、高校论坛、考研网上都
会出现五花八门的“ 经验”之谈，记
者尝试在搜索引擎中输入“ 考研复
试攻略” 的关键词，相关信息就有
220多万条。面对繁杂的信息，有的考
生无从下手，有的考生则目标明确，
直击重点。

去年以初试复试综合分第一的

成绩考取上海交大某院系学术硕士
的许同学表示，在复试前可以给老师
发些邮件，表达自己对他研究方向的
兴趣和自己对其的理解。“ 最关键的
还是初试排名加复试现场表现。之前
的套磁没有用，老师们都很忙，不会
记得你。去老师家里更没必要。不如
多看看老师的文章和著作。”许同学
介绍，当年他找到该院系往年公布的
录取名单，并在人人网上一一联系，
向学哥学姐们了解信息，为自己量身
定做复试攻略。“ 这样更有针对性，
他们给你的都是成功经验。”

去年考入北师大研究生的小李在
分享自己的考研经验时也提到了，找

“ 过来人”的重要性。“ 很多人会选择
进入所报院校专业的学生论坛，考研
网站及其论坛，去找所谓的‘ 套磁’，
但事实上，这种途径比较费时间，很容
易迷失在各种繁杂的信息中。我建议
直接去找以前考上的学哥学姐，他们
对备考的全过程有切身的体会和经
验，相信会给予有益的忠告。”

揭秘帖
面对“ 套磁”导师褒贬不一

为了核实网上的攻略是否有用，
记者联系了两位多年参与研究生复
试工作的高校教师询问他们对套磁
的看法。武汉大学医学院平洁老师告
诉记者，他们认为，除非报考院士或
院长等权威学者，学生在复试前主动
积极地联系有意向报考的导师非常
重要。“ 不希望是完全的套近乎，而
是表达自己对于今后研究的见地。我
们非常看重学生的学术创新思维。在
面试中希望考生能有随机应变的能
力，以后研究中需要大量阅读英文文
献，因此考生的英文水平很重要。”

上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的郑欢
老师则认为研究生从事的是研究性
工作而非事务性工作，因此需要给老
师留下好的学术印象。考生的学术基
础、思维方式、学术见地在面试中都
可以展现，没有必要事先联系。“ 为了
复试成功而提前做功课并不鼓励。”
她建议考生被录取后再同导师联系，
提前进入研究生活。

与此同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的博士生导师沈阳在个人微博上
发表了自己对研究生入学复试的建
议：“ 考察口头表达、现场反应、从事
科研潜力和兴趣。你可能回答得都不
好，不要紧，因为大家都这样，只需体
现出一两点专业素质即可，专业词汇
丰富度、回答层次性、现场情绪等重
要。不卑不亢，带点梦想不妄想。面试
是相对公平。如能了解专业老师最近
学术兴趣点，基本你就无敌了。”

》新闻链接

本报讯 通讯员 颜彦 记者 刘
昕璐 上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的9名巾
帼昨天启程，前往广西百色市田阳
县继续支教。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
回广西支教，她们还带去了沪上诸
多善心人士的爱心和梦想。经过一
个多月的募集，共收到1200余套水
彩笔、绘画书籍、明信片和文具等，
姑娘们开心地说：“ 感谢上海好心人
的支持，可以让广西百色山区的孩
子们有一个多彩的童年！”

把大山外的艺术教育带给他们
上海师范大学第六届研究生支

教团由清一色9名女生组成，服务地
为全国重点贫困县———广西百色市
田阳县。当地师资极度缺乏，支教团
成员平均每人每天要上8节课。基本
上每名志愿者都要承担一个学校多
个年级的课程。有的承担了6个年级
所有的艺术课程，有的在承担全年
级的数学课程外，还要担任副班主
任。在接触中，志愿者们普遍感受到
当地学生艺术教育缺乏。为此，在寒
假回校期间，姑娘们在新浪微博上
发起了“ 随手捐赠·梦圆广西”的

“ 圆梦计划”。
支教团团长黄雨艳介绍道：“ 由

于地处大山深处，孩子们大多没有
出过山里，他们渴望山外的世界、渴

望外面的世界。我们发起‘ 圆梦计
划’，就是希望大家能从闲余物资，
寄一张明信片信、捐一本书、捐一支
画笔、捐一本本子，以举手之劳来随
手公益，这不仅是为当地的学子圆
梦，也是为我们支教团圆梦。就像是
我们的‘ 圆梦计划’，一个人的力量
很微弱，但聚沙成塔，就会凝聚成强
大的力量。这不仅是孩子们的梦想，
也是我们的梦想。”

父亲有病 她仍坚守在支教岗位
虽然本届支教团的姑娘们都是

爱打扮、爱逛街的典型90后姑娘，但
在广西的一年，她们却学会了坚强：
为了学生们的希望，她们克服水土
不服带来的身体不适，含着咽喉片
坚持在讲台上；她们一次次长途跋
涉，辗转数十里地走访学生家长；她
们在寒冷的清晨冻醒，独自咀嚼着
想家的滋味。

支教团成员王蔚在支教时，父
亲不幸被查出患有重病，在强忍悲
痛完成教学任务后，王蔚才踏上了
回家的路。去年12月下旬，父亲不幸
离世。父亲病重期间，还一直嘱咐王
蔚要坚守支教岗位，并热心指导女
儿做好教学工作。身为教师的母亲
也鼓励王蔚继续踏上支教之路：“ 女
儿，身为一名老师，我比别人更知道

‘ 知识改变命运’的意义。大山里的
师资缺乏，一定不要辜负孩子们的
期望。”

孩子们给支教团敬献韭菜花
在课余时间，支教团成员多是

踏着山路进行家访捉“ 孩子”，苦口
婆心地劝家长继续让小孩上学。支
教团成员告诉我们，“ 由于当地经济
极不发达，再加上地理环境因素，大
多都是务农为主，父母对教育极不
重视，很多孩子要先做家务，才能做
作业。”志愿者们以自己的亲身成长
经历，和家长们动情地交流，同时还
鼓励当地学生继续升学。

支教团的倾心付出也获得了当
地学子和家长的认可。教师节，女孩
们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教师节礼
物：学生们亲手摘的野花。“ 孩子们
送给我们的花都是她们自己采来的
野花，其中，有一种花居然是韭菜
花。如果在城市，学生送给老师的可
能是玫瑰、康乃馨，但我觉得，没有
一种比孩子们亲手采摘的更感人。”
支教团成员黄雨艳告诉我们，当她
去一年级教室上课的时候，一推开
门，从门的上方洒落了孩子们准备
的小花瓣。当花瓣像雨一样地飘洒，
黄雨艳的泪水再也止不住。“ 这一
刻，我感觉自己拥有最棒的学生。”

“ 谈谈你对该专业的喜爱程度，也可以询问复试程序以及注意
点，你的语气要坚定而自信，又不失谦虚礼貌。”2013考研初试的硝
烟已经散去，但是对于在初试的战斗中生存下来的考生来说，战争
并未停止，复试的高地还在那里等待着你去攻克。近日，2013年全国
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陆续公布，在后考研时代中如何
把握面试与调剂，网络上各种攻略、面经纷纷出炉。微博“ @武汉大
学研究生会”、“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推出“ 过来人”的经验
集。 本报记者 顾卓敏 实习生 肖书瑶

距离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
已经过去了52天，然而对于许多考研
学生而言，这场考试并没有结束。他
们在考试后，生理和心理均浮现出了
许多考研“ 后遗症”。

24岁的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广告专业的大四学生沈晓川为了考
研，普通感冒拖成肺炎，最终不治而
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父亲呼吁广大学
子，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照顾好自己，

别让悲剧重演。
在考研论坛上，有同学发帖说到

现在自己每天无所事事，不知道干
什么好，突然觉得特别空虚。已经顺
利通过初试的山同学告诉记者，考
研之前每天在图书馆看书做题，生
活很规律，考完之后自己完全放松
了，特别是经过了一个春节假期，已
经不能进入当初的复习状态，为此
很是苦恼。

考研滋生“ 综合征”

上海师大巾帼支教团满载启程
给孩子们送去画笔明信片
把大山外的世界搬进山里

电子信息学院学生拍悬疑短剧展现表演天分

》学子风采

支教团的学生们在出发前，最后清点了一遍公益募集来的水彩笔。 受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