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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本校还是考外校？” 一年前，李初（化名）决意要考研“

挤第二座独木桥”时，他觉得这个选择几乎可以和哈姆雷特

的“活着还是死去”相提并论了。 一张白纸，左侧是李初本

科就读的一所西部重点大学，右侧是老家浙江的一所重点大

学。报名前那段时间，李初“想破脑袋”，把自己能想到的

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都往上填，每天都会盯着看上好一阵子，

但始终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定。 和李初一样，考研人几乎都在

本校和外校之间徘徊过。 “考本校还是考外校”，这是各大

考研论坛上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 “死守本校”：近水楼台

先得月 华中科技大学的小安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考研，

“几乎没怎么考虑过，自然就选了本校”。 “死守本校”，

小安和他一堆考本校的同学有着充足的理由。 “学校熟悉，

老师熟悉，教材熟悉，面试时候多少也会沾点儿光，至少不

那么胆怯⋯⋯”小安一口气列举了很多考本校的理由。他说

，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心虚，考研风险太大，考本校相对成本

低一些，心理压力小一些，近水楼台先得月，考上的几率也

大一些。 小安私下算了一笔账。自己的专业课教材基本都是

免费的，大多是平时上课时用过的书，笔记也是现成的，“

炒炒冷饭”效果很明显；考外校则需要花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买齐报考学校的教材和推荐书目，有的学校还没有指定教材

和参考书目，需要到处去“搜刮”相关课程的笔记，花相当

多的时间上网在海量的信息中“淘宝”。他的同学中，有的



甚至是在网上花几十甚至上百元买报考学校对应专业的笔记

，有的挖空心思，托人去报考学校寻找“研友”，以获得报

考学校和专业的相关信息。甚至还有同学为了更好地了解情

况，专门在报考学校周围租房，旁听报考专业的课程或者上

辅导班。 除了信息不对称，网上盛传已久的“本校保护主义

”是让考研择校的天平失衡的又一大砝码。 在人气颇高的“

校内网”论坛考研版上，有一个已被置顶很久的帖子《考研

需要了解的潜规则》。所列潜规则中的一条是这样：导师一

般喜欢录取本校的同学，教了几年，了解自己学生的特点，

尤其喜欢聪明上进、善解人意的弟子。 主题帖后有800多个跟

帖，一位湖北的网友说“看了就觉得后怕”。 顺利跨校考上

研究生的李初对学校考研笔试、面试等一系列环节的公正性

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他也不否认，同等条件面试时本校学生

会占一些优势，“平心而论，熟悉的人总是容易信任一些”

。 浙江某高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笔者，在面试

过程中，老师们都力求公正、公平，但是，对于本校学生的

“印象分”多少还是存在的。 部分高校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

改革后，奖学金也成了择校的重要考虑因素。 各校自己的保

送生会抢走不少奖学金名额，剩下的奖学金名额实行下一轮

“瓜分”的时候，还是偏重于本校的考研学生。李初说，虽

然没有考察证实过，但是他和他的不少同学都是这样猜测的

。 “保本校，保外校，考本校，考外校”，在小安班上，打

算读研的人一般都是按这样的顺序“走路”的。 “围城心理

”：热衷换城市换学校 经过很多天的考虑，李初最后选择了

报考家门口的那所大学。促使他下决心的最重要的原因只是

想“换一种空气”，他戏称自己有典型的“围城心理”。 李



初本科就读的专业在原来学校本身就已属于“王牌专业”，

专业导师、学习氛围、就业前景都不错。“很多人挤着想进

来，但我希望能换个城市，换个学校，虽然考研结果很不确

定。”对于自己最后的决定，李初并不后悔。 李初也算了一

笔账。在本校读研，同一个院系，同一个专业，同一种教育

方式，许多方面还是受到限制的。尤其是一些基础课程，本

科阶段要学，研究生阶段也要学，虽然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深

入很多，但如果是同一个授课老师，内容上多少有重复的地

方。 “我实在不能忍受在同一个学校待上8年、9年甚至10年

，我宁可选择外校去拼一拼。”黄征（化名）是北京某高校

数学系的学生，放弃了本校保送直博的机会，决定考研去另

一个城市。 黄征解释，和前些年不一样，现在的不少学生都

不喜欢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甚至同一个老师手下待很

长时间。换一个学校，能开阔视野，校园文化也完全不同，

这对一个人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今年刚从厦门大学考研

到北京的王茜很赞同“换一种环境读大学”，从南到北，尽

管考研过程很艰辛，读研后也有很多不适应，她还是觉得“

能够领略不同的文化，接触不同的群体”，很值得。 提前恐

惧：跨校考研没有归属感 梁惠（化名）就读于中南一所并不

出名的大学，几番挣扎后，她最终没有选择考外校。她说自

己的理由特别牵强，但是很现实：跨校考研没有归属感。 归

属感是一种很虚的东西，但梁惠觉得它实实在在影响着她和

她同学的考研选择。 梁惠的师姐当年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上海某重点大学，这在正读大一的梁惠班上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甚至有一段时间，梁惠觉得自己以后的奋斗方向就是

如此，好好学习，考研到更好的学校。 但是，师姐似乎并没



有很快适应新的大学的生活，跨校考研成功的喜悦很快就被

迷茫和焦虑取代了。在班上，本校保送和本校考研的学生占

了很大的比例，他们常常会“抱成一团”。同是研究生新生

入学，看起来大家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明显熟悉

学校、熟悉导师的“土著”同学占了很大的优势。他们在一

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导师有事也喜欢找自己已经“调教”

了很多年的本校学生。更多时候，在不同场合，都会被不同

的人有意无意地问起本科学校，此时“就觉得矮了人一等”

，常常感觉自己是“漂在学校的边缘人”。 尽管对名校十分

向往，希望能够通过“二次高考”来实现自己的名校梦，但

真的需要选择的时候，梁惠“心有所悸”，前途原本就不确

定，即使考上了也要面对很多问题。 “折腾不起”，许多和

梁惠一样有着如此顾虑的人，几番挣扎后虽心有不甘，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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