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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悄然地从指缝间溜走，我们已经在大学中度过不知多少个

日夜。在这里，我们年少的时光承载着生命之树的热情与奔放，我们

每一个人怀揣着一颗追梦的心，一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毕业后

就业选择的多元化，让许多人在大学期间选择考取各种证书，考证

可以让我们在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拓宽自我的知识面。不过在拼搏的

道路上，总有遇到迷茫的时候，列夫·托尔斯泰曾说：“正确的道路是

这样，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那么不妨让我们

来听听成功考取证书的人员对于备考的经验吧。

关于证书，每一个专业所需要考取的证书都有所不同，那么我

们该如何查找资料以了解适合自己的证书呢？关于这个问题，金融

学院18级金融工程的吴奇鹏同学给出了答案，他认为想要了解适合

自己的证书首先要从自己将来可能的就业方向考虑，可以向与此相

关的人士寻求建议。其次，如果想要提升自身竞争力，我们也可以通

过知乎、公众号等上网查询的方式去了解一些更有认可度的证书。

了解适合的证书是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只有出发点确定好了，接下

来的事才能更好地进行，备考无疑就是要明确目标并为之不断努力

的过程。

考取一个证书，备考阶段无疑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时间安排

这方面。通过采访，我们得知———不少同学就是吃了时间安排不当

的亏。大学期间，学校安排的课程相较于中学而言并不是那么紧密，

但由于要考证，时间难免会出现冲突。在时间分配上，会计学院21级

会计学1班刘烨雯同学给出了以下建议：对于学校的课程，一些较简

单的科目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相关笔记即可，而专业课则需要我们

在此基础上不定期地做好复习，在空闲的晚上及节假日期间则可进

行相关证书的备考。除此之外，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

的，备考的同学要秉持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心

态，不被别的事所干扰，同时，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于结果不

要太较真，要持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想法，如此才能使自己处

于更好的备考状态。

当然，在备考充分的前提下，掌握一些好的解题技巧在考试时

则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曾说：“良好的方

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

的发挥。”好的技巧便是良好的方法，在解题的过程中，适当运用技

巧能令我们的解题思路清晰并且提升解题速度。但需要注意的是，

技巧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许多人将解题技巧放在首位而忽视

了相应知识的掌握，并未意识到解题技巧只有在熟练掌握知识的情

况下才能发挥其价值。在采访时我们了解到：有部分同学在备考时

分不清主次，导致在复习时一味关注局部知识从而忽略了对整体框

架的把握，这实则是本末倒置了。在备考时，我们既要关注具体的章

节知识，又要把握整本书的宏观架构，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知识，从

而获取更多的复习成果。

如果说人生像是一本书籍，那么大学一定是里面无比精彩的一

个章节，而考证备考的经历就好比一支笔，在单薄的纸页间记录的

满满内容都是我们曾经努力挥洒汗水、书写下人生简谱的痕迹。古

人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所以备考期间个人的持之以恒也是十

分重要的。当然，备考就好比一场马拉松比赛，除了坚持以外，积极

的心态也是同等重要。同时，备考的长期性决定了我们需要对此认

真地进行规划。虽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备考信息大多为碎片性，但

是这些已考取证书的学长学姐们的经验会使得我们对如何备考有

更充分的认知。所以，朋友们，请不要害怕备考的艰辛，若大家能在

备考学习的海洋上乘风破浪，最终一定能扬帆起航！

(会计学院2022级 杨芳芳 设创学院2022级 吴佳怡)

如今，利用课余时间考证已经成为在校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种潮

流，但是，许多人似乎在这股浪潮的裹挟下变为一台盲目的“考证机

器”，并不清楚考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从而陷入多种错误的境地。

我们必须要明白，倘若不清楚做一件事的意义，那必然会影响做这

件事的过程。所以，大学的考证人们如果想更好地考证，那么知晓考

证的意义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每考一次证书，我们就需要进行一场专业化的、系统化的学

习，这种学习模式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自己所学领域的各个方

面、各个细节，还能加强对所学知识的印象，使得我们既可以全面

地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又可以对它们达到一种不易遗忘的程

度。不仅如此，一旦我们成功考取了自己所学领域的相关证书，我

们也就证明自己获得了相应的能力———这是一种直接且有效的

证明。因此，考证的一大意义便是帮助我们充盈自己的知识储备，

提升自己的水平，同时证明自己的价值。不过，考证的这个意义似

乎十分容易遭到考证人们的忽视，因为在同类型的考试中，它是

最普遍的———我们都会因备考而系统地学习到某些知识，也会因

成功而证明自己，但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一意义，它虽普通，却

重大———它能让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悄悄地抹去我们脸上

的肤浅与心中的无知。

当我们考取某本证书后，它的作用在当前可能不太会显现出

来，但只要等到我们毕业找工作时，它的作用就十分显著了。相信每

一位为自己前途考量的大学生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社会

的不断进步，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换而言之，用人

单位需要更专业、更全面的人才。而证书则能很好地体现这一要求，

因为在一方面它是对我们所持能力的专业性的证明，在另一方面它

的数量越多就能证明我们所持能力越多，前者对应用人单位“更专

业”的需求，后者对应“更全面”的需求，二者相结合，用人单位对人

才的需求就很好地被证书的作用满足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考证

的又一大意义，那便是有助于我们充实自己的履历，为自己今后的

就业扫清一些障碍，以应对日趋变化的就业形势———想必这点应该

是绝大多数考证人心中考证最重要的意义。

此外，当代大学生若只醉心于本专业的学习，对他们综合能力

的发展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多的锻炼，而考证就成了一

种绝佳的锻炼方式：在考试报名前时，我们应结合什么样的因素才

能作出更好选择；在备考期间，我们应制定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进行

更高效的复习；在考试前或者考试中，我们应使用什么样的技巧才

能更快调整心态；在拿到证书后，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更

有效地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与获得的能力……这些，都是考证相较

于前文的论述所附带的益处，也都是大学生们的进阶课程。如此看

来，那如附加物般存在的意义便浮现出来：考证能够让我们锻炼自

己，使自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上述三个意义不过是考证的所有意义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仍有着许多意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不过在这里就不展开详谈

了，留给诸位考证人们在考证的过程中慢慢探索。

考证的意义犹如一块奇妙的路标，对它的了解愈多，它的指示

性也就愈强，我们所要前行的方向也就愈明确，我们也就能因此在

考证这一条路上愈行愈远，愈行愈出彩。在此，笔者衷心地希望那些

心知考证意义的考证人们，都能不负自己的努力，考取自己所需所

想的证书。

(海峡财经学院21级 吕茁)

近年来，“考证热”在全国高校中愈演愈烈。许多大学生想通过

考证的方式来获取安全感，殊不知有些因跟风而考取的证书其实

对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盲目考证会导致我们不能合理地平衡

考证与课内学习之间的关系，从而忽视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一味

地追求证书的数量，会造成大量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的浪费，我

们该如何在考证大潮之下不因盲目跟风而迷失自我呢？显然，一份

适合自己的考证规划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考证

的全局规划呢？

在考证热潮之下，考证规划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明确有哪些类

型的证书需要我们考取，以及如何分阶段地进行备考：对于前者，

我们可以根据证书的特性，简单地将证书的类型分为通用类证书、

职业类证书和兴趣类证书；对于后者，我们应结合自身情况以及对

证书类型的划分，进行合理的安排。

当我们还未对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就着手考

取对专业知识体系掌握程度要求较高的证书时，我们对考取这类

证书的难度是无法有一个大致的判断的，也无法根据自身情况规

划备考这类证书所需要的时间，更不能准确地制定出适合自己的

备考计划，因此考取该证书对这时的我们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但

是对于通用类证书，考取的条件则没有太大的限制。这时候我们可

以选择优先考取一些通用类证书，像驾驶证、英语四六级这类证

书，它们对于专业知识的要求较小，在还未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的时候就可以合理规划时间去考取此类证书。考取这类证书有利

于让自己掌握一些必备技能，可以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而当我们的学习越来越深入，职业类证书想必都会纷纷进入

我们的待考清单里。职业类证书是劳动就业制度一项重要的内容，

它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对求职者的从业资格进行客观地

鉴定———比如初级会计资格证是会计行业的“入场券”、法律职业

资格证是律师行业的“敲门砖”、教师资格证是教师行业的“门槛”

等等。职业类证书的考试内容大多为比较深奥的专业知识，需要我

们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所以当我们系统地阅读一些专业书籍，对

专业知识进行更深入地学习，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能将各个知识

点串联起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后，我们的专业素养也将

随之提升。此时，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根据自身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

度对备考所需的时间进行预估，从而合理安排时间进行相关证书

的备考。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去考取此类证书是更为恰当

的。这类证书的考取可以提升自己未来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为自

己就业增添筹码。

在我们考取上述两个阶段应考取的证书后，如果对自己专业以

外的领域产生了兴趣，我们也可以考取相关领域的证书。由于兴趣

类证书的考试内容大多为我们专业以外的知识，缺少一个较为系统

的学习过程，所以想要考取此类证书，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通过

自主学习去理解知识点与搭建知识框架。而在此阶段，大学生涯也

大致进入尾声，各类通用类证书与职业类证书都相应地有所考取，

对基本技能与专业知识的掌握较为全面，因此我们有相比于之前两

个阶段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考取兴趣类证书———比如导游证、茶艺

师资格证等等。这类证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将来的业余时间里发

展一些副业，多一份收入来源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的业余时光。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要提前规

划，才更容易实现目标，考证亦是如此。我们应当结合实际，自主选

择，树立规划意识，对考证进行合理的阶段性规划，并在做好规划

以后也要将其付诸于行动，积极备考，不让规划只是“纸上谈兵”。

(海峡财经学院22级 黄玮佳 会计学院22级 杨渺渺)

确立良好心态，踏上备考征途

考证，犹如一块奇妙的路标

“考证”大潮风起云涌，裹挟着当代大学生向前奔走。在这个形

势下，很多大学生会选择考取各类证书，那么下足一番功夫考证对

我们能产生什么影响？一证在手，当真入行无忧吗？———这是我们

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本校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85%的大学生认为考证的利大于弊。75%的大学生考取了与自

己专业相关的证书，并认为考证能够帮助他们提升职场竞争力以

及让自己获得更多选择权等。同时也存在有同学考取了对未来发

展作用较小的证书，花费了时间精力却并未受益的情况。静言思

之，考证热潮下应“冷思考”———考证诚可贵，精专价更高。

当今时代，各个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呈现出适者生存，优胜

劣汰的趋势。社会就大学生的学习意愿提供了多种拓展技能的机

会，再者，现代社会的资源分配制度向个人技能倾斜的趋势点燃了

大学生努力完善自身的动力，也为其提供了深入发展的可能。大学

生在校园中增长见识，在实践中进步成长，然内生力增长之时，浅

表眼观岂可见？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入职人员持有特定的能力。纵使

有一定的才能，但“才美不外见”，又该如何让识马者辨出千里马

呢？考得证书，方能将自身实力从专业角度展现于人。同时考证也

能增加大学生抵御风险的韧性。在当今大环境下，不少人面临被裁

员的风险，而多拥有一张含金量高的证书，就能够在更多岗位和空

间中获得选择的机会。因此，含金量高的证书是大学生进入专业领

域的入场券，也是叩响行业大门的敲门砖，更是为个人发展增添主

动选择的筹码。

爱因斯坦说过：“人与人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对八小时以外时间

的应用。”考证是一个较为漫长且煎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学生

在自己所涉足的领域里不断学习，获得自我价值，从而使自身形成

一种坚持学习的习惯与不断提升自我的意识———这对大学生来说

是极其可贵的。

然而，当社会呼唤复合型人才时，不乏许多人陷入一种错误的

观念———考取的证书越多，就说明自己的能力越强，由此投入到疯

狂的考证热潮中，从而深陷盲目考证的泥潭而无法自拔。长此以

往，这些人便存有“自己是复合型人才，必能大有作为”的错觉。原

本以提升自身为目的的行为最终助推空虚臆想的膨化，陷入“患得

患失”的莫比乌斯环中，无法走出围城。调查结果显示，35%的人表

示自己容易在一些对个人发展无益的证书上浪费时间，从而影响

学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见身边的人都在讨论考证，因而陷入

无限焦虑，再加上对证书的认知仅浅薄地停留在“证书越多工作越

好找”的片面理解上，只将证书的数量奉为圭臬，但难以在某一领

域做到精专，在就业上也就难以向更为核心的领域前进。因此，倘

若我们因盲目考证而在考证这条路上迷失自我，那么在我们进一

步发展的道路上必然会受到阻碍。

我们必须明白，倘若仅将考证作为职场竞争力的单一砝码，那

么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考证就可能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虽然考取

与自己未来规划的发展方向相关的证书能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但也不必盲从考证，要知道脱离工作实践，忽视工作经验，仅靠辅

导培训获取的证书难以为我们增加核心竞争力。证书并不是对人

才评判的唯一标准，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也是用人单位

的关注重点。因此，广大大学生应以审慎思考的姿态，结合自身的

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考证计划，以平衡考证的利与弊。

总之，考证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因此，作为大学生

的我们，需要审慎思考，不盲目跟风，“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

事”，理性考证，争取以考证作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电科学院22级 庄怡蓉 海峡财经学院22级 郑晓雯)

一证在手，当真入行无忧吗？

如何做好考证的全局规划？

众 说 纷 纭
“证”有所取，术有专攻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考证热潮席卷

全国各大高校。不少大学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考证

中———这是否是一个好现象呢？为更好地探究我校大学生的考证

情况，我们对本校学生展开了一系列问卷调查———同学们在课余

时间是否愿意考证？为什么考证？都会考取哪些证书？通过什么渠

道了解到所考证书等。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同学愿意在课余时间考取证书。在

谈及考证的目的时，近98%的同学表示考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就

业竞争力，同时扩宽知识面；极少部分同学表示考证是因其对证书

所涉及到的知识感兴趣。关于对大学生“考证热”现象的看法，大部

分同学认为这是一件正常的事，考证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

同时符合他们的兴趣爱好以及职业规划等考虑；有近20%的同学

认为考证是为了顺应市场发展，虽无奈但必要；超过25%的同学认

为考取证书能够缓解因竞争压力大所产生的焦虑。由此可见，使得

考证热度不减的主要原因是就业问题，不少同学认为多一张证书

就意味着多一份胜算。

那么同学们都会考取哪些证书呢？超过90%的同学表示英语

四六级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近80%的同学表示想考普通话证书，

65%的同学选择在大学阶段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其他的一些证

书———教资、初会、计算机二级、心理咨询师等，也在同学们的考

虑范围之内。同学们了解证书的渠道多样———互联网、老师推

荐、学长学姐推荐等。在对我校考证环境的考察中，我们得知大

部分同学认为我校考证环境较好，在这样的环境中考证热情有

所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不考证的同学表示他们的想法是把更多的时

间用在研究生备考、培养兴趣爱好等他们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而在选择考证的同学中，有因在考证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而

后悔的，有不了解所考证书的用途而选择先考再说的，还有超过一

半的同学是随众考证的；通过这些数据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学生应

在了解证书的作用、认真思考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该证书后再决定

是否要考证；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我们应将它们用在真

正值得的事情上，以得到高效的回报。

考证本是一件帮助自己培养兴趣、掌握知识、提升能力的事，

但随着考证热度不断升高，不假思索盲从考证的人越来越多，我们

有必要深入思考这个现象。现各大企业招聘的门槛越来越高，且更

加注重大学生的文凭和各项荣誉，各式各样的职业资格证书便成

为大学生择业的敲门砖和通行证，这无疑助燃了“考证热”。为了缓

解就业焦虑，越来越多的人盲目投入到考证队伍中，在没有明确职

业规划的前提下考取大量的证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

影响了学业，结果适得其反。但若同学们目标明确地考证，那么这

将是推动同学们前行、为今后道路铺垫的极佳方式。因此，选择适

合自己的证书是非常重要的。

证书千万种，同学们应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证书呢？首先，应

明确职业的方向与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考证。其次，应认真了解

所考证书的含金量、具体作用及其是否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兴趣

等，同时避免出现应聘时所考证书不被企业认可的情况。最后，要

结合学习情况，判断自己是否有多余的精力可以花在考证上。考证

意味着付出更多的时间，若盲目跟风，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

力，不可避免地错失了其他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

综上所述，在考证的热潮之下，大学生应保持理性的思考，权

衡考证利弊，不为考证而考证。在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我们越

应该注重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切勿本末倒置，忽视了专业知识的学

习。与其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考各式各样的证书中浅尝辄

止，不如更专注于本专业的学习，扎实自身专业基本功，丰富社会

实践经历，成为专业性人才。

(公共事务学院22级 陈玮宁 会计学院22级 曾佳欣)

当今考证之风盛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追随这股潮流，在图

书馆中废寝忘食地学习。为何大学生们会如此重视考证？因为一份

证书可以证明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能力水平，从而更容易获得该领

域的相关岗位，所以考证对每个大学生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正因

如此，我们不能盲目而行，考证须保持清醒！

拥有更多的证书，我们便能拥有更多的底气，但一味地跟风去

考取对自己无用的证书，无疑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

应该做的，是利用较短的时间创造出较高的收益，就如教育家俞

敏洪所言：“人需要时刻记住要在拥有的时间内做对自己最重要

的事情，抓住时间，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做，人的一生可能就不会过

得太差了”。因此，与其盲目地去考取各种证书，倒不如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哪些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再把控好时间与精力，将有

限的二者充分投入到所定的目标中，才能有更高的把握去考取自

己所需的证书。

想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证书，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身的专

业方面来考量，并以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益处的大小作为判断标准。

如若我们考取与自身专业相关的资格证书，便可以提高自身的专业

水平，在今后择业时就能给予自己更多的优势；如若我们选择考取

与自己爱好相关的证书，则可以提升自己本专业外的技能水平，同

时还能带给自己很大的精神满足感。前者能使自己在未来就业中有

更大的底牌，从而获得更多的机遇；后者能让我们拓宽自身的能力

边界，进而使自己有一种成就感。总之，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所带

来的益处亦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中选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这

是一种取舍，也是理性的表现。

不过，在思考这两个方向所能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要考虑自

己的目的。假如是为了在择业时有更大优势而考证，那么就可以选

择考取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证书。倘若是为了拓展自身的综合素质，

那么选择与自身爱好相关的证书为宜。总而言之，我们不仅要考虑

考取相关的证书能带给我们的益处，还要明晰自己考证的目的，做

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真正保持清醒的头脑。

即使我们选择一个既符合自己利益，又能满足自己目的的考证

方向，我们仍要综合思考这几个容易被忽视的小点：第一，要思考自

己的身体条件，有一些证书对身体方面有一定的要求，故一旦自己

身体条件不符合它的要求，应即时转换方向；第二，如果考取一个证

书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那么就要思虑自己在安排完本专业

学习的时间后，是否还有时间和精力花在与考证相关的准备上，以

及要思虑如果自己一次、两次甚至多次考试不过，是否还有继续坚

持的必要；第三，要参考父母与老师的意见，像是考取某些证书的难

易程度、某些证书对自身的用处大小等等，他们阅历比较丰富，可以

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归根结底，想做出合理的分析，不陷入盲动，

就要从更多角度进行思考，才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古时，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这类典故中的主人公只想一味地模

仿他人，试图以此来获得成功，结果却失败得彻底。这就是俗话说的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与我们选择考什么样的证书是同理的，我们

可以参考别人对自己的建议，但不能盲目跟随，这是不理智的表现，

而且这种行为忽视了客观条件与自身情况，没做到结合具体实际，

只会成为新时代的“东施”。所以，莫做考证路上的盲目追逐者，而是

要做一个时刻保持清醒的梦想追求者，勇于攀登，不轻言放弃，才能

在所属领域绽放出一束专属于自己的别样烟火。

(会计学院22级 黄婷婷 金融学院22级 黄芃棋)

“考证热”的冷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