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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5_BF_83_E8_c73_247356.htm 怕是不得不说点抉择

的问题，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很多的抉择。我想无论什么目的

，什么情况，什么条件，又无论是谁，在考研之初都会或者

简单或者复杂的想想为什么要考研，要不要考？这样的问题

看似挺简单，可以用很多事实的罗列或者数据的分析，甚至

加上一点点小小的迷信去简单的决定，但是复杂的往往就在

看似简单的排列组合之间。我当然喜欢纯数学的数字游戏，

也曾尝试着一些方法来给自己一个考研的理由，但是发觉还

是很难，原因恐怕是里面掺杂了很多感情的因素，致使我左

右危难。恐怕一直到第一次考研的前几天我都在为此而困惑

，我不知道自己那么的代价、那么多的牺牲值得不值得，更

不知道未来一年中更多的代价值得不值得。 我比较困惑的那

几个月中，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倾诉，没有几个人可以理解

我近似疯狂的想法，恐怕只有通过几条简单的短信简单的和

一些朋友交流，但是很不够，很难受。这就要牵涉到我考研

的抉择上来了。 （一）考与不考 大三之前我从未有过考研、

深造的想法，自己的学校和自己的专业都比较容易找到较为

满意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也不是什么妄想，而且自己的能力

也适合走其他的一些道路，比如选择公务员，选择去做一个

高职的教师，甚至一度都实现了这些，但是我依然对于那些

没有什么大的兴趣，我甚至在签三方协议落笔的一刻收回了

，反悔了。至今我对那几位在招聘过程中一直和我联系的工

作人员都保存很深的歉意，故意的夺取那么的来电，故意把



自己的理想说的那么伟大，把要求提到可笑的高度，难为他

们了。 使我一直能有这种坚持的因素，我至今还是不能完全

的解释，但是我可以肯定自己不愿意离开学校这样的环境确

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是一种萦绕我的一种情绪。在

考研准备的几个月过程之中，我不是没有尝试其他的道路，

甚至还走了一些其他同学都很羡慕的道路，可是每一次的应

聘、面试、再面试都使我越发的感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这种感觉实在奇特，却不曾离我而去，我解释不

了那是一种如何强大的力量，致使我无从解脱，我从减弱。 

其实这种感觉也可以解释成为一种对于社会的恐惧和逃避。

不是世界上唯有读书是高尚的，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更

清楚一点，学校永远是年轻人的避风港，在这里永远可以找

到很多几乎不需要代价的尝试，永远没有那么大的来自社会

的压力。于是我选择了逃避，尽管这个词语那么的刺耳，但

是我现在依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必要去掩饰，逃避了就是

逃避了，而逃避也未必就一定是错误，不一定就代表我是多

么的懦弱。 正是由于这种非理性的选择使我变得十分迷离，

甚至复习起来都变得无精打采，直到报名之后，我才会稍微

有些目的性和计划性的开始复习，而此时所谓的“研友”们

已经不知开始了几轮的复习了。 （二）专业 对于专业的选择

也足足的体现了我的迷离。我曾经上过一段时间的传播课，

这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行业，自己感觉自己的很多能力也都

适合做这一行。当然我也有过做撰稿人，做我们学校第一期

电视谈话类节目编导、策划等等角色的经历，这使我充满自

信，当然更多的自信来源于老师的鼓励。张老师是一位学术

、人品都十分好的老师，他几次鼓励我考传播类的研究生，



并承诺帮我选择学校、导师，可是迷离的我不能权衡其中的

利弊，只能简单对比初试过程中几门课的优势而草草的谢绝

了老师的邀请，现在想来确实感到一些后悔。 一般情况下，

跨专业是一个十分凶险的选择，因为首先你要面对初试过程

中专业的跨度，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转换学习的思维，要拿出

学习英语、政治的时间准备不熟悉的专业课学习；其次在复

试过程中你要承受无与伦比的压力，那是来自导师不经意的

嗤之以鼻，不经意的白眼，不经意的不以为然，更是对你无

穷无尽的怀疑和怀疑之后的刁难，除非那个主考的老师接到

了关于你的某一封介绍信；最后，你披荆斩棘的通过了考试

，来到了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无穷的课程不适应使你感到苦

恼，接下来在面对就业压力的时候，你却少了一个专业的本

科毕业证，你的处境如此尴尬，源自你的本科和硕研风马牛

不相干。当然这最后的一个不利因素我还没来得及核实或者

有同学经历，但是种种我收到的来自师兄师姐的反馈在证实

这些的正确程度。 由此，除非你有很大的把握，或者有很大

的对于自己专业的痛苦，千万不要转到一个十分不靠谱的专

业，你难以适应。如今很多人喜欢经济、管理、新闻，但是

这种跟风不一定就适合你，至少跟风代表了你的不成熟，就

算考上也不能说明你的成功。千万不要被一些繁荣的假象迷

惑，那些如此恶毒的在扼杀你的灵魂。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

过我的看法：“我始终固执的认为：自己的爱好决不能是自

己的职业，职业为了填饱肚子，爱好则为了充实灵魂，能混

为一谈吗？” 专业是不可以随便换的，但是可以在大类之内

选择微调。考研的简章上会清楚表明专业的代码，一般前两

位为一级学科的标志，比如08是工科类、12为管理类；而中



间的两位是二级学科的代码，比如08之中的04代表的是机械

类；最后两位是专业代码，代表你的具体专业，比如0804之

后的01就是力学专业。一般情况下，我主张不要在跨一级学

科考研，那样会十分的危险，比如从工科跨到管理，但是不

是绝对，由于中国研究生管理的很多不合理以及一些专业的

特殊性，这也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比如计算机类，有的就

算是理科学、有的是工学、有的是管理，而一些学校没有理

学计算机的授予资格，那么他们只有把计算机挂在工学的一

级学科上，所以造成了研究方向基本相同，但是拿的学位类

别却大不相同。对于这种现状我们必须学会适应，适应最好

的方法就是好好的注意你要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是什么

类别，到底研究什么，适不适合自己，千万不要被表面的名

称迷惑。一般，在二级学科内微调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但是

也不能大意，还是那句话，招生简章的解释比专业名称要来

得实际来得有的放矢。 （三）学校与城市 这些在选择的时候

变得也十分重要，一般情况下，学校的选择还是要高一些，

不要妄自菲薄，在一个十分差的本科考上清华北大的机会还

是不小的。考研是人生自己选择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改变命

运的一个重要转折，辛辛苦苦的考一次，就一定要考个好的

。但是好的学校初试不一定会拉开多么大的差距，可复试会

显得比较残酷，这个心理准备还是要有的。 全国的学校有三

个比较权威的标准，第一是211，这个现在比较杂乱，所以没

有必要过多的注意；第二是具备研究生院，全国有56所大学

拥有研究生院，这些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比较正规，也是值得

信赖的，这56所大学都是211；第三是985，全国有34所大学入

选这个名单（以后又加了4个，共38个），这些大学大部分都



是自己划线，但是不一定都比国家线高。我的意见是选择34

所自己划线的学校，以后会有很多的好处，而且这些学校都

是在国内比较好的，有很好的就业前景和发展前景。 对于城

市，我还是那个高考选择城市的意见，这里不做赘余。 当然

考研准备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抉择，但是在准备前这些就

已经包括了最主要的抉择，我想只要把这些做好了，后面的

工作就比较好做了。 抉择不容易，听来自家长、老师、师兄

师姐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但是认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把它

作为接触社会的一次尝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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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