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研心得

作者简介：计算机科学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大一时参加过小语种学习

社团，兴趣爱好是追剧和羽毛球。喜欢吃甜的食物，最大的愿望是能独自出国旅

游。本科期间主要进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科研工作。

作者寄语：学弟学妹们加油！大学里有很多选择：选择实习工作，选择公务

员考试，选择出国留学等等。我所分享的心得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希望学弟学

妹们能慎重选择自己将来的道路。

回想起来，从自己争取到保研名额，到收到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这过程中

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情感。多余的话不多说，本文想分享给大家的经验主要分为以

下内容：

1.如何给（研究生）导师写一封好邮件。

2.面试时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本人参考了前辈们分享的经验并结合了自身的一些经历，来和大家谈谈上述

的两点内容。

1.如何给导师写一封邮件

一般来说，想要保研的同学们心中都会有自己心仪的学校。找到自己感兴趣

的研究方向并与相应的导师进行联系是十分必要的。与导师联系的方式以邮件为

主，因此邮件中的礼仪很重要。给导师发邮件，或许是你人生第一次以邮件的形

式与陌生人建立联系。邮件已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一种沟通方式，将来你使用

邮件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因此，了解最基本的邮件礼仪，尝试进行正规的邮件

书写，不仅会消除保研时与老师的沟通障碍，还可以提前练习最基本的职业技能。

“见字如面”四字在邮件中突显得淋漓尽致。想给导师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那你就需要在邮件里体现你的“教养”，展示你出“尊重”的姿态。从这个角度

来看，邮件礼仪本质是以下两点：

让收件方看得舒服（格式）

让收件方快速的获取信息，尊重他的时间成本（内容）



那么，一封好的邮件应该怎样写呢？

我们先从标题和显示名说起。标题和显示名就像是你的脸庞，干净整洁是最

基本的要求。首先，显示名一定是你的真名，不要用昵称。比如可以写：陕西师

范大学-张三，也可以直接写成：张三。如果使用昵称的话，会给人一种穿着睡

衣去逛街的感觉。显示名可以在邮箱中进行设置。然后，邮件的标题需要提炼邮

件的核心内容，让导师一眼就明白你的邮件是做什么的。比如你可以写：保研自

荐-陕西师范大学张三。

“让收件方快速的获取信息”的必要条件，是你的行文结构要逻辑清晰。

首先是对方的称呼与问候：“陈老师，您好！”或者是：“王老师，见信好！”

记得一定要加上老师的姓氏：陈老师，王老师，张老师。不要只称呼“老师”，

更不要写全名。在使用模板的时候，检查老师的姓氏是否进行了改正。经常有导

师收到姓氏与本人不符的学生自荐邮件。

正文的内容一定要分段，每段只讲一件事情。每段的书写采用“总分结构”，

第一句话说明本段主要内容。措辞越简洁越好，不要使用任何修辞方法。用一个

字能说清的，绝不用两个字说；用短句能说清的，绝不用长句。写完后，对通篇

进行段落删减，任何内容删掉三成都不成问题。“一个”，“的”，“进行”删

掉，完全没有问题的。各段可按如下逻辑结构编排：

第一段，讲清“你是谁”以及“你的来意”。

第二段，进行“自我介绍”，挑最最最主要的说，150 字以内。不要把你的个

人陈述在这里说一遍，也不要把简历翻译成文字版说一遍，更不要把简历直接放

在这里。

第三段，简单讲一讲“师从该老师”的原因。

第四段，表达感谢。并说明简历等内容在附件中，供老师查阅。

结尾的祝福语可以写：“顺颂研安”。

整封信件字数保持在 350 字以内即可。

简洁的格式可以给老师非常好的“观信体验”，让老师瞬间抓住你想要表达

的重点。简洁就是风格统一，不花哨：不用不同颜色、不同大小字体；不用背景

图，更不用背景音乐；只用“分段”、“缩进”、“加粗”三种方式进行排版。分段

起到的作用是区分内容逻辑，缩进负责层次关系，加粗负责突出重点。所有的排



版风格，都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实现。

老师打开你简历的场景有可能是在手机端，也有可能是在 PC 端。因此附件

格式要保证老师不管何时何地用什么电子设备都可以打开它，并且不会出现格式

错误。所以，所有的文件都要转成 PDF 后再发给老师。

2. 面试时的注意事项

=-=-=-着装礼仪

很多学生在保研面试前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穿正装？

答案因学校和专业而异。一般而言，申请经管类的专硕最好选择穿着正装。

因为专硕是以面向就业的为主的，较学硕而言，其面试时职场的氛围更浓一些，

因此穿正装显得更为正式一些。而对于学硕和直博而言，则因申请的学校不同而

穿着方式也不同。大多数学校的学硕和直博，都只用在夏令营期间身着营服即可，

但也不排除有的学校更希望学生穿着正装以显正式。因此建议各位学生在申请前

最好能找到申请学校的学长学姐，咨询一下该校是否更倾向于穿正装。如果你

不是很确定，可以将正装带去面试的地方，根据当场局势决定你是否要穿正装。

除了服饰着装上需要留意，同时在自己的面容与相关配饰上也许有所留意。

因为这些小细节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导师对你的印象，如头发、五官、手指、配饰

等等。

=-=-=-重视老师正式提问前的闲谈

面试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信息沟通。想拥有一次成功的面试经历，

便需要让“交流”更愉快，让“信息”传递更顺畅。

从面试进门那一刻，你就应该提醒自己面试已经开始了。无论何时，谦虚、

自信且大方的举止十分重要，过度自信或过度讨好，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在与老师打过招呼之后，记得用“双手”将简历递给老师。通常来讲，不是

特别严肃的老师会跟你聊几句家常让你放松一下，例如：“什么时候到的南京

呀？”，“今天来的时候堵车吗？”等等。大多数人只是随便应付两句，给出一些

毫无信息量的回答。比如：“昨天到的”，“还行，有点堵”。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

回答没有对错之分，但你可以利用对这种问题的回答拉进和老师的距离，进而展

示自己的真诚和对能参加面试的热忱。比如，你可以说，“来的有点匆忙，只剩

下硬座票了，不过能到您这里感到很兴奋”。或者是，“南京交通的确有点堵，好



在我留足了时间，到学校的时候比原定时间还早了 10 分钟呢”。

这种回答，就可以让“交流”更愉快。你的每句话要传递足够的倌息量，而

不是问什么答什么，交流本身比答案更重要。

=-=-=-自我介绍不是把简历念一遍

大家在面试之前或多或少都会准备自我介绍的稿件，有一分钟版本的，有三

分钟版本的，还有五分钟版本的。现在，回想一下自我介绍的稿件和你递给导师

的简历，是不是内容基本一样呢？自我介绍稿不是简历的“语音版’。

我认为面试中的自我介绍应该传递简历中没有的信息，比如讲自己一两个

“最吸引对方的特点”等等。如此自我介绍的话，老师就能从至少两个维度对你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如何回答老师提的专业问题

一般来说，老师会问两类问题：

基础知识类的问题；

考察解决问题能力的问题。

基础知识类的问题是必须回答出来的，这对于你来说是基本功。实在一点思

路都没有的话，诚实的说自己不会就好。

考察解决问題能力的问题答不出来很正常，这类问题考查的是：你与老师是

否能在“同一个知识层面”进行交流。因此，对于这类问題，最重要的是：理解

老师的提问，以及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而不是听不懂问题就胡乱回答。为

了做到这一点，面试的时候可以先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下问题，询问老师自己理

解的是否有错误。这时，即便问题没有答出来，老师也知道可以与你在“同一个

知识层面”进行交流。在这个环节，你要展示的是你的专业基本功，以及让老师

想受到你“未来的价值”。

在正式面试之前，可以找学长学姐对自己进行一次模拟面试。否则直接上面

试场的话，不免会显得有些不自然。

以上便是我参考前辈们分享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心得，

希望能有所帮助，最后祝愿大家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