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 成绩、素质两手都要硬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4/2021_2022__E6_8E_A8_

E8_8D_90_E5_85_8D_E8_c73_384274.htm >>>点击查看推荐免

试攻读研究生全攻略研究生推免申请开始 北京部分高校名额

增加自信是最重要的：谈从山大到北大的保研经历痛并快乐

着 回忆我一波三折的南大保研经历 回忆我的北广保研之路：

一只为了生活的蝴蝶 九月，又到了各高校推荐免试研究生的

紧张时期，校园内时常可见拿着各种证明资料奔忙的学生身

影。所谓推荐免试研究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保送研究生

，他们不须经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初试,而是直

接进入复试。虽然比例在整个研究生招生中的份额并不大，

一般在5%%~15%%之间，但由于可以免试录取，并且通常会

成为公费研究生，对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研学生来讲，

不失为一条继续深造的捷径。 对于许多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也是一次两难的选择。 准备,从

大一开始 “昨天保研资格名单出来了，我排名第二，三年的

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沈薇是江苏某高校新闻系大四学生，

高考时因为两分之差，她与复旦擦身而过。不甘心的她几乎

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积极准备，争取保研。 “大

一的时候，老师向我们介绍我们系的保研率大概是12%%，而

且我们这个专业每年都会有一两名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被保

送到北大、复旦、人大等名校。我从那时候就想，这对我来

说是一个机会。” 有了这样的信念，沈薇从大一开始就非常

用功。从高中的高度紧张到大学的极度自由，很多学生都有

种解放的感觉，上课睡觉，逃课，玩游戏对许多学生来说是



家常便饭。但沈薇一直很保持着高中的学习习惯，每天早起

去学校的英语角读英语，按时上课，晚上雷打不动地去上晚

自习，周末的时间也大多数是在图书馆度过的，缤纷多彩的

校园生活好像与她无关。 沈薇表示，一开始周围像她这样努

力学习的不乏其人，但是许多人并不是像她一样有明确的目

标，而是纯粹出于高中的学习习惯。三年下来，始终坚持的

其实不多。“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想达到目标，必须比

别人早动手，并且付出更多。” 光成绩好还是不够的，沈薇

还经常向老师和上届的师兄师姐了解最新的保研情况，随时

关注她比较心仪的几个学校对保送研究生要求的变化。因为

听说复旦、人大这些学校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有比较高要求，

沈薇每个假期都会去报社实习，并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论

文。 在刚刚结束的综合测评中，沈薇前三年总成绩排在全系

的第二名。加上她这几年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论文，从往届的

形势看，她被保送名校的希望非常大。“获得保研资格还是

第一步，往下还要往学校寄送材料，等待复试通知。”沈薇

冷静地给记者分析，“而且进入复试后并不说明就成功了，

还需要通过优异的面试表现打动导师，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

定因素，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 “其实这条路，有时候一

点也不比考研轻松。考研拼的是半年的辛苦，保研需要这三

年持续的努力。而且我们系的学习气氛算是挺好的，前几名

的成绩都比较接近，一有变化排名就会不同，所以有时候我

觉得，我是在跑一场从一开始就冲刺的马拉松。” 沈薇告诉

记者她已经想好了研究生阶段的计划，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她希望在研究生期间申请出国的交换生，在复旦、人大、北

大等名校有非常多这样的机会。对她而言，保研成功意味着



一场新的努力的开始。 成绩、素质两手都要硬 在大学校园里

，有许多虽然不像沈薇这样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几乎三年如一

日的坚持，但仍然努力学习的学生。但是当保研的机会来到

面前时，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准备严重地偏离了方向。 按

照现有的政策，要想获得保研资格，仅仅学习成绩好是不够

的。大多数高校都是按照一定比例，对学生进行学习成绩和

发展素质加分的综合排名，学校不同，学习成绩和发展素质

加分所占的比例也不同。有的高校学习成绩和发展素质加分

各占50%%，这让一些只顾埋头苦学的学生傻了眼。 “单纯

按学习成绩排名，我排第五，按综合成绩我排十一名，保送

名额是十个人。”刘建是某高校数学系大四学生，这次的保

研结果让他很无奈，“如果成绩不好我也就死心了，但因为

发展分少失去保研资格，我真的很不甘心。”刘建告诉记者

，这次保送排名前十的学生中有六个是学生干部。其中最高

的发展分有20多分，而刘建只有义务献血加了2分。 “我们也

想当学生干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的。给学生干部奖励

我们并不反对，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在成绩和加分之

间应该有个合适的比例。”刘建说，不少同学都有这样的看

法。 刘建这种情况在研究生保送中并不少见，许多成绩优秀

的学生平常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担任学生干部，没

有获得奖项，也没有论文发表，发展加分少得可怜，有的人

甚至是零。 对于发展分，不同的高校根据自己的特点有不同

的规定。有的学校发展素质加分包括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和

发表文章等各类加分，并且全部计入决定能否保研的综合排

名中；有的学校则规定，学生先按照纯学习成绩排名，加上

发展分之后的综合排名最多只能变化三个名次，为的是防止



发展素质加分过重影响学生的综合排名。总体而言，大多数

高校保送还是以学习成绩为主，兼顾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

成绩和发展素质加分之间的比例也是随着现实情况不断调整

和完善，使之更加科学化、合理性。 “其实聪明的处理方式

应该是在校期间抓好学习，利用寒暑假去外面的单位实习。

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发展分，这其实对每

年的奖学金评定以及大四的研究生保送都非常有用。”刘建

的总结也许可以给正在准备和思考保研的学生一个提醒，“

读书很重要，实践能力也很重要，无论想干什么，其实都需

要有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人”。 放弃，需要的不仅仅是勇

气 能保上重点名校的人是幸福的，能保上普通学校的人是知

足的。在外人看来，有保研资格的同学是轻松的，他们不用

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但每年仍有不少取

得保研资格的同学毅然放弃了保研资格。 河海大学的张峰在

刚刚结束的学校综合测评中主动放弃了保研资格，这在别人

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

系往年的惯例，保送生基本上都保了本校，去其他学校尤其

是名牌大学的希望很小，这不是我的目标。” 张峰告诉记者

，他准备考同济大学研究生，在他这个专业方向，同济大学

排名全国第一。“其实放弃保研资格我的压力也很大，保研

不用那么辛苦，而且还是公费。”张峰坦诚地向记者说道，

“跨校考又是全国热门专业的话，可能性毫无疑问小得多，

但我还是希望搏一下。” 相比起来，同样属于放弃保研资格

的陈妍霏放弃得更为彻底。她2006年从上海财经大学管理系

毕业，放弃了让许多人眼热的保研资格，进入上海的一家日

企工作。 “最大的收获是排名在我后面的同学请我吃了顿大



餐。”陈妍霏谈起放弃保研时显得非常轻松，“当时也觉得

是个两难的选择，但是现在回头看看的话，其实怎么选择都

不会是什么大错。关键是想清楚自己准备要做什么。” “保

研虽然很好，但不能为了保研而保研。如果是为了逃避工作

的压力，保研或者考研都只是让问题晚来了三年而已，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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