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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考研热度居高不下，越来越多

的大学生选择考研。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

2019年全国考研人数规模达到290万人，较

201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21%；2020

年考研报考人数341万人，较2019年增加了

50余万人，增幅超过17%；2021年考研报考

人数377万，较2020年增加了近36万人，增

幅超过10%。2022年的研究生考试报名尚未

开始，而一条“2022年考研人数或达426万”

的消息却冲上微博热榜，引发众网友激烈

讨论。考研何以成为人人追逐的“热潮”？大

学生对考研有何看法？在政策变动下，大学

生做出了哪些不同的选择？在备考过程中，

大学生都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本校学生展开

了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近九成大学生

有考研意愿，其中近五成大学生在进入大

学前就有此想法；文史类学生的考研意向

高于理工类学生；女生对考研的兴趣也明

显高于男生；近62%的学生希望通过考研找

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大学生选择考研的主

因是“提高学历层次”和“解决就业问题”，

在新时代背景下，一边是数量屡创新高的

应届毕业生，一边是受职业“饱和”现象影

响而下调招聘计划的用人单位，在这双重

压力下，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更加凸显，因

此多数大学生不得不选择通过读研深造以提高自己的

社会竞争力；大学生选择考研的第二大原因是对梦中

情校仍心存希冀，他们往往因高考备考期间未曾全力

以赴或高考失利而未能前往梦寐以求的学校，所以想

通过考研来弥补这一遗憾；深造喜欢的专业、追求更高

层次的学术知识、满足父母的期望、渴望报效祖国以及

实现个人价值等也是我校大学生选择考研的重要原

因。在当今国家线大幅上涨的形势下，大学生对院校、

专业的选择也有所改变，还有不少人萌生出国深造的

想法，他们认为出国留学能够磨炼自我、开阔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同学们对问卷中“你对考研结果

的态度”这一问题的回答。一部分大学生对“一战成

硕”志在必得，而另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考

研结果并不那么重要，他们认为考研是

一次人生经历，在美好的青春里为一个

目标努力奋斗，即使结果不一定尽如人

意，但其过程中丰富而充实的记忆也足

以令人回味。

大学生对考研的看法逐渐多样化，绝

大多数同学都具有对就业竞争的忧患意识

和对职业规划的良好认知。每个人考研的

目的都有所不同，但大部分人都意在追求

更高的学历。只有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才会

发现：考研上岸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轻飘

飘的文凭，而是更大的平台、更广阔的视

野、更包容的环境，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

会和无限未知的前途。

考研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

战争里，没有谁愿意一开始就认输。在竞争

愈发激烈的情况下，大学生应如何科学备

考呢？首先，在选择目标院校时，院校的位

置、排名、报录比、招生人数等因素都需重

点了解；其次，应学会制定合理的备考计

划，考研不像高考那样，有老师监督学习，

研究生考试重点考验大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一份合理的考研规划书能帮助学生清

晰其目标，只有明确自己在做什么，并从中

得到正向的反馈，才能使得大学生在漫长

枯燥的备考过程中坚持下去；最后，在备战的过程中应

学会理性地调整心态，找到合适的备考节奏、建立合理

的反馈机制、张弛有度地备考。

“坚持，坚持，再坚持。”说到考研经验，多位一战上

岸的考生脱口而出这几个字。研究生考试备考过程道

阻且长，这一过程中学生们的心理和生理都在不断地

受到挑战，但考研是我们对人生的选择，既然决定了，

无论遇到什么阻碍，都应拼尽全力，放手一搏。

愿所有考研人，都能顶峰相遇。

(金融学院21级金融工程班 林欣瑶 外国语学院

21级法语1班 潘羚莉 法学院21级卓越法治人才实

验班 黄楚越)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人们所受教

育水平的提高，教育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求取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纷

纷加入了考研队伍，在各大高校和社会上掀起了

一阵“考研热”。

研究表明，接受过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人往

往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也

是“考研热”兴起的原因之一。而在我们身边，也

不乏这样的有志之士，他们不甘于现状，为了心

中的梦想，毅然选择奔赴考研的战场，追求更高

的境界，最终成功通过考研的独木桥，走向了自

己心中的象牙塔。那么对于考研的准备工作，他

们又会有怎样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呢？

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考研的准备工作大致

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信息收集、学习备

考，以及心态调整。首先，作为一个考研人，要充

分主动地了解考研的相关信息，其中包括考研条

件、考研流程及考试的科目、时间以及范围等；此

外，学生可以在网上查询考研信息，也可以询问

相关专业的学长、学姐或者向考研机构咨询；最

后，每个专业都有对应的招生院校，学生要根据

自身情况来确定心仪专业和目标院校。值得注意

的是，考研可以选择的专业有很多，不一定非得

是本专业。对于不喜欢本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

跨专业考研，比如非法学法硕等等。

在确定好专业与目标院校后，接下来就是根

据报考专业的考试科目，收集并整理复习资料。

复习资料包括往届考研人的复习笔记、考试相关

书籍等，这些都可通过购买或者借阅的途径获

得。其次要根据自身的学习能力制定复习计划，

按照“长计划、短安排”的原则，合理安排时间，

提高复习效率。由于考研之前没有模考，所以学

生可以自行安排模考，做一些

考研真题，并从中研究挖掘出

老师的出题思路和解题技巧等

关键信息。

备考阶段，毫无疑问是非

常重要的。在了解校考研学长

学姐的经历后，我们大概可以

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一轮复

习、二轮复习和三轮复习。在一

轮复习期间，我们应对自身所

掌握的知识进行全面回顾，并

注重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如果是进行跨专业考研的同

学，还应该了解所跨考的专业

课知识及内容，构造出属于自

己的基础知识框架。一般情况

下，二轮复习时间会恰逢暑假，

在这期间，各大高校的招生简

章会陆续公布，大家应密切关

注最新的招生政策变化动向。

与此同时，同学们应制定全面

的学习计划，重点复习政治、英

语和数学三门公共课，力争做

到三门公共课成绩的同步提

高。而在第三轮复习阶段，我们

要强化公共课的复习效果，总

览自身知识框架，对前面两个

阶段所复习的知识进行梳理和

总结，查漏补缺并进行针对性

复习，不断完善自身复习的总

体框架。

当然，在提高自身学习能

力的同时，适当调整自身心理状态也是非常重要

的。从公共事务学院19级行政管理一班柳雨姗

学姐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她用于心态调整

的三个可借鉴的方法。首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奖励性机制，每完成一个学习目标便奖励自己

一顿美食、一场电影，或者一段自我休息的时间

等，从而获得强烈的心理满足感，并激励自身更

加努力；其次，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

在放松身体的同时，也愉悦了心情。如果实在内

心郁闷难解的话，我们还可以去找身边的朋友、

老师聊天倾诉，互相分享生活趣事，如此之后定

会倍感轻松。

考研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战的只有自己

与手中的笔。我们坚信并衷心地祝福：每一个“提

笔赴凛冬”的考研战士，都能收获星河长明。

渊经济贸易学院21级经济学2班 王晨羽

法学院21级法学1班 刘梦冉冤

大学生活，除了学习与玩乐，还应该思考自

己的未来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许多大学生

对此有着多样的想法，“考研”便是这众多想法

之一。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考研

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自2015年后转入高速

增长，各大高校在扩招的同时，也提高了复试的

标准，因此考研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考研形势

也会变得越来越严峻；不同学科的招生人数也有

所不同，文史类招生增势呈现出缓慢甚至缩减现

象，而理工类招生增势较强；从考研目的来看，由

于当今社会学历贬值严重且人才市场饱和，本科

学历越来越难以满足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

求，大部分考生是为了能更好地就业而选择考

研，还有很大一部分考生则是因为想要巩固专业

知识、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并提升学历而选择考

研，而“喜欢学术研究”和“逃避社会”则是小部分

考生选择考研的原因。

考研人数的激增，在笔者看来无疑是一件好

事：在我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

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从而

摒弃曾经风行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通过考研这

一方式来实现人生目标符合当下社会的发展趋

势和时代潮流，且通过考研来巩固知识并提高自

身素养无疑是大学生爱知识、爱教育的重要体

现；同时，考研人数的上升能为国家科研事业输

送大量新鲜血液，有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与社会

进步。

但在考研人数激增的同时，研究生因学业成

绩未达标而延迟毕业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许多院

校对症下药，加大清退力度，并健全研究生的管

理培养体系，以保证研究生的质量。一些同学奋

力苦读考研成，最终落得清退归，这种现象让人

痛心疾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

面，大部分考生是抱着一定的功利心态来参加考

试的，他们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非

学术研究，因此考上后就如同脱缰之马，放飞自

我，认为考研成功便是这一生完美的终点，接下

来只需等待一个好工作即可；另一方面，大部分

考生缺乏对读研生活的了解，把读研当作是延迟

进入社会的一种方式，常常忽视作为一个研究生

应尽的义务，在这种错误心态的驱使下，部分考

研成功的人便容易荒废学业。

笔者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考研

上岸后无论对自己的读研生活是否满意，都需认

真学习，因为这既是作为一个学生应尽的义务也

是对国家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尊重。大部分考生抱

着功利心态考试读研，这并非是一件错事，一个

人为自己的生计考虑是天经地义的，但在此基础

上，我们更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焕发出为国家

科研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奉献精神，否则很

有可能成为浑浑噩噩、吸取集体精血的精致利己

主义者。

考研，无疑是提升学历和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的重要途径，但考研成功的人也需重视自己未来

的读研生活。

最后，愿那些辛苦备战的考研人们，心想事

成，金榜题名！

渊海峡财经学院21级金融学1班 吕茁冤

就业乃民生之本，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

国家的稳定发展。近几年，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逐渐

增多，就业压力也与日俱增，很多人为了能够更好地就

业，走上了考研的道路。同时，“考研”也逐渐成为一个

热门话题，一部分大学生日夜苦读，只为成功上岸；也

有一部分学生选择不考研，想要开辟另一番天地。

从自身角度来讲，研究生学历是一块能够令我们

更加轻易从事理想事业的敲门砖；从社会角度来看，研

究生在进修后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考研的理

由如上所述，固然很充分，但在备考过程中，不少考生

也出现了半途而废的念头。通过对外国语学院19级商

务英语1班郭惠芳同学的采访，我们了解到：随着近几

年试题难度增加和报考人数增多，考研二战三战的比

例成倍激增，不少人容易产生消极心理，但持续性悲观

心理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只有充满自信，以压

力为笔描摹成功蓝图，才能不断激励自己。在备考期

间，有的人喜欢独处，以便创造静心读书的环境；而有

的人则喜欢结伴备考，互相监督、互相鼓励。但无论以

何种方式，只要是适合自己的，都是有效备考的方法。

有人说考研比高考难，在试卷难度上，考研与高

考平分秋色，但考上研究生的概率却很渺茫，二者最

大的区别就在于高考备考时有老师家人的辅助与陪

伴，而考研备考却只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从工程学

院19级工程造价1班吴佩珊同学给出的建议中我们得

知：学生们在明确考研这个目标后，从大一大二期间

就应开始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学校和专业，在网上查询

相关帖子或者寻找院校招生信息，并且做好规划；在

大学期间，尽可能考取一些对自身有利的证书，例如

英语四六级证书等；在备考期间，要学会不断调整自

己的状态，分配好可利用时间，将时间效用发挥到最

大。考研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只有枕

戈待旦，才能走好每一步。

梭罗曾说：“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就有多

少种生活。”考研是大势、是风潮，但不是每个人的选

择。“考研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特别是在追求高学历

的今天，选择考研的压力无疑是很大的。”公共事务学

院19级公共事业管理本科班王宝珊同学在回答选择不

考研的原因时如是说。此外，我们还了解到：除压力外，

对所学专业的深造无兴趣以及不愿承担考研失败后所

带来的大量时间损失，都是在考研的大背景下逻辑清

晰地选择其他道路的原因。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路是为

了实现更好的人生规划，在与工程学院18级工程管理1

班的张凯旗同学谈及毕业后的规划时，他分享了他的

具体目标是考公务员，体制内工作的稳定性以及相对

而言的轻松性是他选择考公的原因与动力。目前他为

考公已经积累了实习经验，以此增大简历优势，并表示

在余下的时间里将认真备考，如果顺利上岸，在拥有公

务员这份稳定工作的前提下，将再扩展一份副业，增加

经济来源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

“选择是一时的人生，但人生是永恒的选择。”考研

与否无疑是人生重要的选择之一，近年来，考研成为了

更多人的选择，但却不是唯一的选择。好人生需要好选

择，而好选择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一部分人而言：考

研是对个人简历含金量的提高、是家人与自己的共同

期盼，也是对所热爱专业的深入探索；对另一部分人而

言：不考研是结合自身意愿的就业规划、是与家人认真

探讨后的结果，也是对相同时间里获得工作经验还是

学历镀金的权衡。不论是什么选择，只要是对自己的人

生负责任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适合自己的、正确

的选择。那么，相信只要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不断前

进，所有付出的努力都会化作顺风，托住不同的梦想疾

驰云端。

(金融学院21级金融科技1班 郑智坚 工程学院

21级工程造价1班 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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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所信，方能远行

一场勇敢的单向奔赴考 研 ：

考研，破浪前行的一种方式
随着社会对学历的关注度日益上升，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选择考研来提升学历、开阔视野、提

高自身竞争力。但考研之路往往坎坷不平，一旦

陷入无的放矢之境，对于多数人而言，便难以获

得成功。而借前人经验箴言，少走弯路，更易寻到

适合自身的考研之路。

厦门大学，这所光是听名讳便令人望而却

步的学府，其创办的新闻传媒系更是以严苛的

考研要求，令无数学子潸然遭拒。但在这看似

“痴想”的背后，有人却悄然攀折蟾宫之桂———

我校外国语学院2017级商务英语2班的刘钰辰

学姐，成功获得烫金录取书。跨专业考研已非易

事，又何谈成功上岸顶尖名校？面对外界的疑

窦，学姐笑答：“有句话是‘当发现自己的实力配

不上野心，就是时候该付诸行动了’。对于未来

憧憬的构想，虽然我目前的学历和能力无法实

现这个愿景，但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因此便坚

持到底、放手一搏了。”道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法

学院的某位学长在谈及“考研经验”时，也同样

坦言：“持之以恒是最重要的。”他以亲身经历向

我们分享道：考试当天早上一个考场30人，下午

走了一半，第二天只剩了个位数。身边很多考研

的人，刚开始时斗志昂扬，可还没上考场就先放

弃了。除了备考期间的坚持，坚持完成考试也同

样重要。

当被问及又是如何选择“考研目标”时，刘钰

辰学姐说：“首先，我的专业是英语，当我意识到

语言只是一门工具，所掌握的知识应该更加多元

后，便结合自身兴趣和优势，顺理成章做出这个

决定了。”而学长却更显直白：“我想多学点东西，

并且对于法学生而言，学历也是不可或缺的。”由

此观之，每个人对于考研都有各自的原因，但又

是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考研呢？刘钰辰学姐给出了

她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想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

考研，这点很重要。而且一定是要非常确定和坚

定，这样才不会容易动摇。倘若只是随波逐流地

去考研，到最后越来越难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

了———我觉得什么人都适合考研，但目标明确的

人是更适合的。”

当然，备考的过程绝非是一帆风顺的。除了

意志上的磨砺，心态方面的调整也不容忽视。失

意、彷徨、焦虑……回味起这些苦楚，学姐说：“就

是心无旁骛、埋头赶路！古语也说了，鱼和熊掌不

可兼得，在保证自己的专业课不会落下的最低要

求下，不去在乎同窗拿了多少奖学金、考上的几

率有多大，只要每天认真完成自己的计划，全力

以赴、问心无愧就好。”学长也补充道：“要集中注

意，全身心投入，做出取舍，减少非必要的社交。

前期认真准备，后期感到疲惫想放弃时，给自己

定目标、做规划，坚定自己的考研决心，但同时也

要注意适当放松。”

在备考人数逐年增加、国家线不断上调的新

形势下，学生考研的竞争与压力将有增无减。古

语有云：“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

矣。”面对考研新形势，我们不仅需要总结前人经

验，在比较与借鉴、探索与积累中擘画蓝图，还要

具备行动力和执行力；其次，明确自身实力，将目

标与实力相匹配；最后，明确考研方向和目的。新

形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若积极进取、奋勇直前，

便能脱颖而出；但若怠于前进、懒惰散漫，便会惨

遭淘汰。

身处于新时代的浪潮中，考研已成为我们破

浪前行的一种方式。但考研绝非易事，我们只有

在一分坚持、一分拼搏、一分自律中才能拼凑出

一份满分答卷。

“莫道春光难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愿每

一位考研人都能从前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最

后，祝愿每一位考研人都得偿所愿，成功上岸！

渊金融学院21级金融科技班 郑世杰 外国

语学院21级法语2班 林晨茜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