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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分钟降低感染风险

2020年2月初，疫情防控形
势紧张。媒体报道新冠病毒存
在粪口传播的可能性。下水疏
通感染几率增加。2 月 9 日，校
内一隔离住户家中下水严重堵
塞，若不及时疏通，可能会影响
整栋楼人员的健康安全。泥工
吴师傅两次上门查看，他说，“我
早一分钟去疏通，这一栋楼的人
就早一分钟降低感染的风险！”

寒冷冬日汗流浃背

2020年1月27日，喻家山防
疫指挥中心紧急求助，指挥中心
整楼停电。电工师傅迅速奔赴
现场排查，发现主供电缆故障需
马上更换。武汉封城，交通限
行。人手和材料极难筹措。每
米 10 公斤重、杯口粗的铜芯电
缆，师傅们靠着双手双肩，喊着
劳动号子，一米一米地铺设。寒
冷的冬日，他们汗流浃背，在5个
小时内恢复了供电。

正月泡冷水抢修爆管

2020 年 1 月 28 日，正月初
四。学校西边主供水管爆裂，可
能影响校内西边片区的正常供
水。水工万师傅迅速赶到现场
撬开沟盖板，第一个跳到水沟里
查看故障。爆管的水溅了他一
身，在冰冷的水里泡了半个多小
时，终于把故障修好。而他的身
上早已湿透了。

寒潮中挑灯夜战

2020年2月14日夜间，武汉
市拉响寒潮黄色预警，一场大风
雪突然而至。校内多个物资领
取大棚被打翻，隔离点围挡倒
伏。深夜一点多，师傅们在零下
三度的寒潮中挑灯夜战，扶正加
固隔离点围挡。从凌晨6点开始
进行校园巡查，冒着雨雪加固雨
棚。

3月26日，又一场暴风骤雨
突袭江城。持续的强降雨和八
级大风，把校内网格点的帐篷吹

得七零八落。师傅们再次逆行
而上，守护校园。赶在早上居民
物资到达前修复网格点，确保物
资有序供应。

疫情期间冒险“跑腿”

2020 年 2 月 3 日，陈子洋同
学急需成绩单。由于疫情不能
到校打印，心急如焚的他致电求
助。客服杜林接到电话后，紧急
联络相关部门，但也无法远程打
印。情急之下，杜林主动提议让
他把学生证寄到学校并帮忙打
印成绩单。防疫期间，快递受限
只能到校外领取，杜林三次跑到
鲁巷收发点取学生证。冒着感
染的风险，他利用自己的休息时
间，几次出入学校为学生“跑
腿”，让学生的问题得到解决。

这群“平凡”的人，每天做着
看似平凡的小事，构建起校园服
务保障防线。他们的身影穿梭
在校园，那么熟悉、那么温暖，这
就是凡人微光！

目标：基础医学院
助攻人：“研小招”（药理系，初试成绩

376分）
综合素质能力测试与专业知识在复试

中各占 40%，综合素质测试会问到某实验
的步骤、读研规划、本科的毕业设计、查文
献的方法以及看文献的收获等，此环节主
要考查考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作答时需注意语言的逻辑性，可分
条回答；2020年为线上复试，专业知识测试
形式为口头问答，考生抽题并作答，考查题
目比较灵活，包括药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并
会在基础知识上进行延伸扩展，以及本专
业比较前沿的热点问题等，如有考到如何
设计实验方案；试举两例老药新用的例子
并说明一下这些药物的研究过程或思路；

试述甲亢的临床表现、如何治疗、相关用药
有哪些、能否治愈；甲亢和甲减能否相互转
化；减负荷药分类及作用机制等。如果已
有心仪的导师或研究方向，可适当关注导
师近几年的文章以及该方向的最新进展。

参考用书：《药理学》，陈建国主编。

在研究生复试中，我主要关心的是考生
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科学研究方面的相
关素质。考生的基础是否扎实？在本科的
专业学习中，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到了什么
程度？再一个是科研创新能力。以前有没
有做过相关课题？在项目中是否体现出了
自己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基本素质？另外，考
生还应该具有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懈追求科
学高峰的心理准备。

第二，我希望学生具备在逆境中成长，
越挫越勇的素质。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学
习科研更是如此。在研究生阶段，学生难免
遇到各种问题，要承受多方面的压力。只有
拥有勇敢面对逆境、克服苦难的决心与信
心，才能在科研与人生中走得更好、更远。

第三，希望学生在复试中都能将自己最

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最好的一面不光是指
学习科研方面，更是关乎考生的整体素质。
一个干净整洁、彬彬有礼，处处体现出专业
范、职业范的你，一定比其他人更能赢得青
睐。

助考研学子顺利上岸

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主要是以书
面形式对考生进行考察，要求考生在规定
时间内以文字展示自己的基础知识和专业
水平。

相较而言，复试重点考察的是考生其
他四个方面的素质：1、对所学专业的理论
前沿和关键议题的了解；2、对行业实践的
认知和体悟，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逻辑思维、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4、外语听力、理解、口头表达和对话能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这四个方面的考察，
考生可从以下方面做准备。

1、加强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巩固和
理解，并尽量熟悉所在专业重要学术期刊
近年来的前沿学术议题。

2、进一步熟悉所在行业的方针政策、
前沿话题、代表性机构和人物，能应用所掌

握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实践课题。
3、准备讲好自己的故事：梳理好自己

的个性、兴趣和特长，对未来的学习深造、
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有一定的规划。

4、强化外语的听说表达和对话方面的
训练和技能。

张明新 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学院院长

唐江 教授、博士生导师，光电信息学院院长

在研究生复试中，我希望考生能展现自
己灵活运用书本知识的变通、分析能力，以
及扎实的动手实验能力。对老师提出的问
题，要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所学综合分析，
作出具体有深度的回答。

我很看重学生在过去的学习科研中是
否形成了完善、合理的科研思维，希望他们
具有自主设计实验、开展试验的能力。同
时，科研的成功开展离不开大量的文献阅读
以及和其他人的团结协作。这些能力是大
家顺利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科研所必不
可少的。

如果考生在复试中能以丰富的学科相
关知识来分析老师们提出的问题，展现出自

己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能
力，来体现过去科研中学到的经验和知识。
那么，这样的考生一定是最能打动考官的。

栗茂腾 生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复试中，考生往往会在自己的简历上
下大功夫、做精心的准备。这一点是没错
的。但我更加注重的是，考生自己的实际表
现是否与简历中的那个“他”相匹配。每一
位考生都要记住，简历上的成绩，只代表过
去的自己；复试中的实际表现，才是真正的
自己。我希望大家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
真才实学。

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良好的表达能力
与科学思维能力是研究生阶段中每一个学
生所必须具备的。请大家在复试中，将这三
方面的素质尽情展示出来。

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那就难免随波逐
流。作为一个研究生，同样如此。希望每一

位考生在参加复试时，都带着明确的目标而
来。这样大家的研究生生涯才能满载而归。

王超龙 公卫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标：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
助攻人：“研小招”（电子信息，初试成

绩395分）
专业理论知识测试与综合素质测试各

占 40%，专业理论知识测试以考生现场抽
题、口头回答的方式进行。

（1）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测试科
目：

第一组为微机原理、电路理论、数字电
路和其他综合（如计算机C语言）；第二组
为数据结构、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和其他
综合（如计算机C语言）。考生可任选两组
中的一组测试，在相应的组里抽取两道题，
选择其中一题进行作答。

（2）项目管理测试科目：
项目管理和其他综合（如计算机基

础）。考生随机抽取两道题，选择其中一题
进行作答。答题时间不超过7.5 分钟。

2020年专业课面试先抽题，共A、B两
个组，每组各有六个题目，需要在两个组里
各抽一个题目，结合个人情况，选一题进行
作答。建议学弟学妹们考前一定要把项
目、课设、毕设都好好熟悉，老师比较看中
科研能力。

目标：计算机学院
助攻人：廖振邦（电子信息，初试成绩

390分）
往年专业课笔试是从数据库系统原

理、算法分析与设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
计算机系统结构四门课程中任选二门进行
考试。

1、数据库系统原理整体比较简单，看
书加做相关习题，也可以去做计算机学院
本科数据库期末考试题。参考资料：《数据
库系统概论》（第5版），王珊、萨师煊，高等

教育出版社；《数据库系统概论》配套习题
册；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王珊老师讲授的
数据库系统概论(基础篇)视频课。

2、算法分析与设计相对较难。参考资
料：《计算机算法基础》（第3版），余祥宣、崔
国华、邹海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这是
官方指定教材，难度稍大，知识点较全。《计
算机算法基础》课程对应PPT：这本书与教
材配套使用，便于学习教材中特有的知识
点。《算法设计与分析》(第 2 版)，李春葆等
人编著；《算法导论》（第3版），殷建平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3、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参考资料:汇编

语言》(第四版)，王爽，清华大学出版；
《80X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王元珍、曹忠
升、韩宗芬，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这本指
定用书，难度稍大。

选择科目时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即
可，建议选择数据库系统原理和算法分析
设计或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复习时做好相
关笔记。

目标：物理学院
助攻人：冯德龙（物理学，初试成绩

412分）
2020年为线上复试，在复试中专业理

论知识测试（即笔试）与综合素质能力测试
分别占 40%。专业课理论知识测试基于

《大学物理》相关内容设置 5 道综合大题，
总时间为 1 小时，采取“双机位纸上作答，
而后拍照上传”的考试方式。

笔试内容力、热、光、电都会涉及，题目
难度不会很大，更侧重于考生对于物理概
念的理解和思考，如2020年考到单摆模型
及其在重力加速度测量中的应用原理，光
的波粒二象性实验证据，“音爆”与切伦科
夫辐射的相似性，静电场的简单计算（高斯
定理），热力学第二定律两种描述等价性的
证明，原子模型的演变等。综合素质能力
测试在面试中进行，个人陈述 3至5 分钟，

介绍学业背景、科研兴趣、研习计划等，考
官就学生陈述情况、理论知识等方面进行
综合提问，时间一般在 15-20 分钟。综合
能力测试考查考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与问
题解决能力，遇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尽可能
地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不熟悉的知识与
面试官开展“讨论式”交流，积极展示自己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学习能力。

目标：外国语学院
助攻人：王珊（英语笔译，初试成绩

407分）
复试中专业测试最为重要占比 50%，

测试形式为播放中英文录音材料各 2 段，

结束后考生进行口译，全程约 10 分钟，考
生可自备空白纸做笔记。

备考建议：听力每天坚持听英语新闻，
也可选择美剧英剧；口译从三级开始练习，
材料可从网上下载，跨考的同学可酌情考

虑报口译班。听力和口译短时间突击是不
可取的，一定要长期坚持练习，口译和笔译
是一起复试的，因此考笔译的同学也要早
点开始练习口译。

目标：公共卫生学院
助攻人：陈文倩（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学，初试成绩382分）
复试包括英文测试和中文测试两部

分，中文测试包括专业测试和基本问答。
面试官会简单用英文与你寒暄几句，让你
用英文做自我介绍，接着抛出3-4个英文
问题，请你依次作答，问题主要涉及毕业设

计、疫情以及日常生活。自我介绍很重要，
这是你给考官的初印象，务必做到语言流
畅，发音到位。英文问题可将准备好的中
文问题提前用英文翻译，反复练习，做到考
试的时候有话说，不要支支吾吾，让考官觉
得你准备不够充分。

中文测试部分首先是专业测试，考官
随机拿出三个信封，每个信封中都有一道

题目。考生随机选取一个信封，考官读题，
十秒钟的思考时间过后，考生开始作答。
测试内容包括初试专业课针对的五本教
材，难度适中，但比较细致，因此教材一定
要认真仔细看。之后考官会问你一些基本
问题，主要围绕毕业设计、为什么报考本专
业、你对本专业的那个领域比较感兴趣、读
研后想研究哪个领域等。

目标：新闻学院
助攻人：夏莲（新闻传播，初试成绩

411分）
复试中专业课面试与综合面试各占

40%。去年因疫情线上复试，这一部分由往
年的线下笔试（政论文或论述题），改为信
封抽取试题（两道题）进行口头提问，主要
考察新闻传播学相关知识。

专业课备考与初试类似，但由笔头作
答变为了口头作答，逻辑性和完整性仍然

是重点，如果能有创新的观点则更佳。遇
到不熟悉的题，可以提一提相关方向的观
点，切忌不懂装懂。

考察范围上，网络传播、广告公关、广
播电视、新闻评论、新闻史等板块均需要了
解，抽取的试题中可能涉及到各方各面，要
全面做好准备。

综合面试内容：自我介绍、考官就学生
陈述情况、专业知识等提问。

面试准备：自我介绍主要内容为大学

期间的项目经历、实习经历、获奖情况等。
跨专业的同学也可以提及跨考原因，以及
自己与跨考专业的接触。

建议：考官提问时会根据你的个人经
历提问，因此要对自己的经历十分熟悉，最
好提炼出自己的一些收获，另外这一部分
的提问也会涉及专业知识，如本科专业与
跨考专业联系比较深的案例及理由，与专
业课备考可以同步进行。

“2244”，守护师生员工的“校园侠”
通讯员 许剑

“无时不在、无事不在、无处

不在”，他们就是“2244”。只要有

难处，赶紧打电话，这群“校园侠”

马上就会出现。

2021 年 1 月 28 日，中国教育

后勤协会正式发布以“后勤抗疫”

为主题的“2020年度感动人物”评

选结果，华中科技大学 2244 后勤

维修服务团队获评全国教育后勤

系统“2020 年度感动人物”（集体

形式）。全国仅 10 个单位获得全

国教育后勤系统“2020 年度感动

人物”集体荣誉，我校2244后勤维

修服务团队为湖北省唯一获评集

体荣誉的单位。

他们这个荣誉集体有何不同

之处？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咖谈复试 学子经验谈

锦囊妙计
2021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进入复试阶段。各位“准华中大人”摩拳擦掌，准备奋

力一搏。为助力大家备考，小编特别准备这份“锦囊妙计”，千万不要错过。 文字由记者张思晗和研究
生院招生办公室整理。

人文社科

医科

理工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