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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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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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专业 在这

个问题上同等学历的考生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基本上都工

作了两年，对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对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适合自己而又有前途的专业是一辈

子快乐和成功的基础，以前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

的社会男女都怕入错行，嫁不嫁错到在其次，反正改嫁的机

会很多。研究生几乎是人生最后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如果

对本专业不感兴趣不想发展的话，因为贪图考试比较容易上

手而去继续选择它是非常不明智的。事实上研究生专业课和

公共课考试的难度系数差的很远（如果你不去选择全国前十

名的学校），在感兴趣的基础上认真复习，很难说本专业的

学生专业课就一定占优势。我不是计算机的，专业课全靠自

学，最后也有132分的进帐。去考研的专科生，都是有梦有激

情的人，为什么不让这种激情延续一生呢？ 心态问题 信心 世

界上有一些人总是成功而更多的人平庸而失败，人们总是把

成功的人归结为有能力有运气，其实我到觉得更多的在于他

们的选择和自信。选择决定人生，而自信促使他们去实践。

当你不停的成功，你就更加自信，从此滚上良性的雪球，反



之亦然，人最大的失败莫过于败给自己。我工作几年，身边

遇到很多很成功的非本科生，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从来不认

为自己比任何人差。我年纪大了一些总算想明白一件事，大

部分专科生之所以高考那年会失败，主要原因不在于智商，

而在于成熟度，在该努力的时候没有真正的用功。我们扪心

自问一下，高三那年自己真正努力了吗,我们的学习方法正确

吗？我们再看一看身边各种学历的同事，大专生的能力到底

是一个什么档次自己应该能给出一个答案。而且研究生考试

顶着所谓中国第一考试的名号，其实规律性很强，只要你有

一定的复习时间做保障，掌握正确的复习方法，会分析会思

考，不成功是很难的，当然，不吃苦就想成功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千万不要再问自己：我是大专生，我底子很差，我英

语没过四级，我啥啥啥，我能考上研究生吗？这些问题的标

准答案只有一个：只要你还有一定的时间准备，一切皆有可

能。朋友们，人生其实是一条很长的跑道，前面跌倒了后面

还可以加速，命运总是会为努力而不屈的选手喝彩！ 动力 考

研漫漫长路，总会疲惫，总有挫折，怎么办？我们是大专生

，只要一次考上，学历连续跳了两级，就可以从灰暗直接走

向骄傲，有这样的好东西在眼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

，不去坚持呢? 其实这种动力源泉是大专生考研的另一个优势

所在。 方法 计划和环境 关于具体的学习方法论坛里已经讲的

很多了，都是非常精彩的分析，因为这主要是一个针对同等

学历考研特点的贴子，所以我在这也不多说了，以我的经验

考研学习每个学科概括一句话：英语在于5000朝上的单词量

和阅读的技巧（技巧很重要！和四六级完全不同的，要找对

复习资料），数学在于基础的把握与真题的分析以及一定量



的练习，政治在于网络化（什么叫网络化：当你考前晚上闭

上双眼，温柔的回忆起政治书，眼前星路纵横，井然有序，

那么恭喜你，你政治ok, 如果是一盘散沙，星光灿烂，那么你

就要明年再来了），专业课在于基础全面和做名校的真题拔

高自己。 针对大多数同等学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有两大

致命弱点和一个强点。强点在于专业课，我们多了工作的经

验，多了人生的阅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专业课应该是有一

定优势的。弱点是数学和英语，这个太致命了，我们没有过

四级的压力，英语不客气地说，很多大专停留在高三水平（

包括我考研之前）；我们的数学大学阶段不学概率论，等于

相比本科生数学的1/3要完全靠自学。怎么办？一句话，哀兵

必胜！拼了！最迟不能超过9月，数学三本教科书一定要过一

遍；最迟不能超过10月，英语单词一定要背完（其实考研单

词量比起四级只多了一点）。这两门课是重中之重，非恶补

不可，因为我们实在太弱。如果前面两个基本条件完成不了

，考上的机会就很小了。政治和专业课到可以放一下，11月

开始都完全来的及（甚至到12月）。轻重次序千万不能颠倒

了。战略错满盘皆输。 考研都是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老师

督促，学习计划异常重要，每个人条件不同，情况各异，所

以没有什么通吃的计划。我建议大家都要制定好适合自己的

两个，一个是战略计划，以月为单位排出自己大的方向上在

这个月要达到的成果，比如单词全部背完等，一个是细节计

划，以小时为单位排出一天每个时段要完成的工作，比如8点

到9点背完a打头的单词等。注意，当细节计划完成了战略计

划应该要自动完成。这两者都很重要，光有战略没有细节你

会觉得目标遥遥无期，容易放弃；光有细节而无战略你会如



苍蝇乱舞，毫无规划和方向感。所以一定要两者兼备。当你

做完一个细节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你离战略目标又

近了一步；当你把所有战略都完成的话，考上就成了一种必

然。世界上没有静态的计划，所有的计划都会不停的修改，

所以如果你有某某情况计划受到影响，去改计划没问题，甚

至可以删除一些，但是一定要保证大的方向不变和战略计划

大的完工期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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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