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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89_E5_AD_A6_E5_c67_256663.htm 别人说同等学历，

一声叹息。我说同等学历，凤凰涅磐。 我们属于一个特殊的

群体，一个被误解和歧视包围的群体，一个不知道明天在哪

里可是很执拗的在努力的群体，一个即使做出成绩都会被一

些人顽固轻视的群体。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想法，专门为我们

这些可爱而又可敬的群体中的考研人写一篇贴子，跟据我自

己的考研历程，在认清我们的劣势和优势（是的，我们是有

很多优势的）的基础上，整理出针对同等学历考研的一套策

略和方法，让同路人可以在考研的路上走的更加顺畅。6月27

日下午两点，拆开红色的信封，1年多的漫长等待，应该属于

我的东西终于如期而至，我知道，兑现自己诺言的时候到了

。 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大专，报考今年苏州大学工科计算机

，初试成绩380，复试成绩266（复试满分300分，实际计算

时50%计入总分）。无论初试还是复试，都是该系第一名，

也是唯一总分超过500分的学生。考前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

考成这样，我的目标一直是考上就好。所以当初看见这个成

绩，心里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喜悦。事后想想，或许，我的

方法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勤奋加上正确的方法，专科生和研究生的

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1 学校的选择 做为同等学历考生，这

是第一个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给我们的选择实在不多。

在中国，对同等学历考研报名的歧视还是比较普遍的，大多

数学校羞羞答答的，招生简章上摆出一系列变态条件，例如



要通过本科自考X门（X通常>=8），发表论文X篇方有资格报

名等等，这就基本上把大专生据之门外；更有少数学校面目

狰狞，连这一小块遮羞布也不肯穿，直接来一个非本科生不

予报名，对学术队伍纯洁性的维护不可谓不彻底。然而天无

绝人之路，愿意给同等学历一个机会的高等院校仍然有一些

（就是简章中规定：只要毕业两年就可以报名的那些）。翻

遍招生简章，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院校对大专生的

限制基本是按照省份来划分的，很多省的学校大专生是基本

上无法考的，但是有那么几个省，对同等学历考研特别的宽

容（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省内的范围基本上从上到下各种

档次的高等院校都没有对大专报名的任何限制（除了要求毕

业两年），鲜有例外，提到它们的名字，我满怀感激和尊敬

：江苏，湖南，四川等。这些不多的学校，基本上可以分成

三个档次：第一档次是全国前20名之内的学校，比如南京大

学，四川大学等；第二个档次是211的院校（排名前100名的

），比如苏州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第三个档

次就是散落在各地可能当地人都没怎么听说过名字的学校。

我不太建议大家报考第三个档次的学校，因为公共课全国一

样，专业课难度二三两个档次的学校差不多（都很简单），

没有什么必要去考它们。同时我也不太建议同等学历考生考

第一个档次的学校（基础特别强的巨牛除外），举个例子，

我曾经分析过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历年计算机专业课题目

，南京大学是4 in 1,四门合在一起出题，而且每题都有相当难

度，总共题目量也很大。苏州大学是2 in 1,两门合在一起出题

，题量和难度都适中。我想就改卷尺度来说，也一定是南京

大学的严格。这就要求本不占优势的大专考生，如果想要考



上南京大学，必须要多学两门专业课，而且要多花很多的功

夫在每门专业课上，这就使得我们本来薄弱的数学和英语更

加没有时间去补习，一来一去，考研成功率至少减少一半。

我也知道南京大学不错，但是如果花几年时间都考不上，又

有什么意义。结合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我个人觉得第二档

次的学校是最佳选择。最后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你初步选

择好了学校以后，最好了解一下这个学校对待大专考生的传

统，就是通过初试之后，复视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或者往年

研究生中有没有大专考上的，这一点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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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