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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入校时的欣喜记忆仍在心中，却已到不得不为自己打算

的时候了。我的同学为考不考研而挣扎着，我是为考什么而

挣扎着。所谓“幸福的生活都有相似，不幸的生活各有各的

不幸”，勉强也是这个道理了。 人家说“保研的是猪，找工

作的是狗，考研的是猪狗不如”。我是在“猪的生活”和“

猪狗不如的生活”里抉择了一把。我本科是学教育管理的，

有保研的机会；但是本科又辅修过心理，有点想考心理的研

。我的家人觉得人生是我自己的，我怎么走他们都支持，这

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于是，我就放弃保研，转而考研。放弃

的时候真的有一丝快感，想想可以迈入另一个领域，心里颇

为激动；放弃之后的复习可就没有这么有乐趣了。 我是一个

能熬夜但是不能早起的人。让我早晨六点钟去教室占座位，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好我有一个同学，作息时

间和我相仿。每天，我俩睡到日上三竿，洗洗脸去吃饭，然

后趁大家都吃饭的时候，就去占座位；晚上十一点回了宿舍

，洗漱完毕开始看书。熄灯的时候（我们学校每天十二点钟

熄灯），一人拿一盏应急灯，看到困为止。两个人看书是不

寂寞的，一个总想比另一个看得晚；在寒冷的夜晚，两个人

共同温书也是一种慰藉。熬到两三点是常有的事。现在想想

真是多亏了其他室友的容忍，我俩才能如此。 复习是一件郁

闷的活儿，如同蒙了眼的驴子在拉磨，想使劲但是又找不准

方向。那几本指定的书目一遍又一遍地看，就像每天都吃同



样的菜一样，让人忍无可忍。一本书，先浏览一遍了解主干

框架；再细细研读，字斟句酌；然后挑出重点，圈点勾划⋯

⋯翻来覆去，没有所谓的“重点”“难点”，即使有你也不

敢把宝押在这上面。最可怕的是你的感觉。做一份真题，做

得好了，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在自己心中的形象就陡然

“高大”起来；做不好了，你又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垂

头丧气得吃不下饭。“希望”与“失望”就这么交替着，使

考研的日子忽情忽雨。如果哪个考研的同学自习回来一脸阴

云，基本上我们是没有人敢搭话的。考研的人火气都冲。 其

实我真正开始复习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差不多是大三下学

期结束后才正式开始复习的，总共六个月（其间我还实习了

一个月，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怎么复习）。说这个，并不

是想说我有多强，而是想说只要你想做的，就一定要去做。

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投入精力的时候也会心甘情愿。 我义

无反顾地选择了考研，就是怕我老到没有牙的时候，颤颤悠

悠坐在摇椅上，会后悔我当初的决定。没有尝试，你根本不

知道自己会走多远，会有什么样的际遇。也许我接受保研，

我也会活得很快乐，但是就没有了这么多的感受。人生最重

要的就是你体验过什么，在这些事情中你又学到了什么。 年

轻嘛，也许没有钱，也许没有权力，拥有的就是抉择的勇气

。 就业走向 研究生毕业后的走向大致分为五类：一是通过统

一考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务员考试），进入中央或是地

方的政府部门工作；二是进入不同层次的学校系统（如进入

中学、大学，当心理老师，兼有科研工作）或是各级教育部

门；三是进入正规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心理咨询工作；四是

进入不同类型的公司，如进入专门的调查公司，做项目，或



是进入私企，做人力资源（如负责招聘、人事升迁）这一块

的工作；还有的是，选择出国深造，每年出国的人数不少，

大多是通过GRE、TOEFL这些考试拿奖学金出国。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