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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5_BB_BA_E8_c73_390497.htm 【导师建议】 再次

报考，要有针对性地弥补不足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主任 高随祥 人生有目标，是非常可取的，外界对这种学生不

应该有太多的偏见，如果考生认为有意义，就值得去做。在

一次次失败的磨砺中，他们也获得了成长；但是我们同时也

要提倡理性的态度，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不能为了

一个想当然的选择浪费时间和精力。 不同的院校，选择人才

的标准是不同的，而且某个院校的标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如果因为某些课程准备不充分或者发挥不好在初试中失利，

那可以考虑再报考同一院校。但是这样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个人能力有限或努力不够，报考学校的命题方式和规律变化

太快(针对非统考专业来说)都可能是失利的原因，如果再次

报考，要有针对性地弥补不足。再者，即便是报考同一学校

同一专业，反复考不一定就能实现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的目

的，因为每年的考试情况都在变化，竞争对手会不同，每年

的考试情况和机遇都不一样，死脑筋是没办法适应变化的。

如果是在面试中失利，那一定要换学校了，导师选择学生是

有自己的要求和喜好的，而且他们会记住你的不足，去年哪

里不好，会落下成见。 找准定位是报考名校的前提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研究生部主任 杨长春 有很多学生很执着，他们宁愿

花多点时间，也要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可以说，名

校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撑。每年研究生开学我都会祝贺新生“

多少年追梦，如愿以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这种做法



，要看具体情况因人而定。 俗话说得好，“铁杵磨成针，木

杵磨成牙签”，材质不同，努力也没用。有的考生自身能力

有限，考很多年还在200多分打转，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机遇

问题。如果考生的考分离最后的录取分数线差得不多，可以

再试试，找一找原因，查缺补漏，再努力一点往往就能考上

。有的考生总分是够了，可是每次都栽在数学或者英语上，

这是思维方式的限制问题，如果多次尝试仍是这样的结果，

考生最好重新审视自己。 总的来说，因为“名校情结”而屡

考不上的考生，主要是自我定位不准，但还没有到心理疾病

的程度。 “我要执念到底吗？” 经历高风险的考研考验时，

考生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执念到底吗？” 心理学家

阿特金森在一项经典的学习实验中证明： 当大学生在面临一

项学习任务时，如果该任务成功的可能性为5%，大学生的学

习成绩会下降。因为他们会认为即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也极

少能成功，因而不愿付出努力。 当该任务成功的可能性变

为50%时，大学生可以取得最好的成绩。因为大多数学生会

认为如果自己努力，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不努力，则很

有可能会失败。 当该任务成功的可能性上升到75%时，大学

生的学习成绩又下降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无需努力就肯定

能完成任务，从而努力程度降低，成功几率也相应降低。 因

此，如果你渴望成功，不甘于平庸，请在备考名校的过程中

，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一所考取成功概率在20%～60%之间

的学校，以便更好地激发你的成就动机，使你取得好成绩的

可能性大大增加。另外，在复习的过程中，你还要善于利用

“练习效应”，克服“高原效应”，不断地通过对自己考试

实力的肯定来培养自己优良的自信心，保持持久的激情，在



碰到困难时相信自己作出的决定，不断提高复习成绩。 而如

果你想要比较“安稳”地考上研究生，完全不能承受考研失

败的打击，那么你应该尽快放弃“名校情结”，选择一个更

有把握的学校。只有冷静和独立的思考，才会使考研变得有

灵活性。 发表于《求学考研》第11期 “名校情结”该结还是

该解？ - 周军 该不该选一所“名校”？这是令许多考生头疼

的问题。虽然很多考生选定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应该报考

哪一所学校呢？面对同一个专业，不同的学校报考人数不一

样，录取比例不一样，竞争程度也不一样。我们究竟应该选

择“竞争惨烈”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名校，还是选择

相对轻松有如“阳关大道”的普通高校？ 何谓“名校情结”

？ “名校情结”，是考生在报考学校时，对知名高等院校抱

有的一种带有强烈偏爱的主观意愿和报考倾向，这种倾向甚

至会持续影响考生的报考选择。 小A和小B都有“名校情结”

，却在考研过程中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小A终于在第四次考

研中如愿考上了那所国内首屈一指的师范类院校。虽然前三

次考试小A都以失利告终，但他依然坚持继续报考该校并最

终获得了成功。在谈到前三次考研的失败经历时，小A似乎

并不放在心上：“前三次的失败就当是积累经验吧。” 与

小A的经历有些类似的小B，前后共经历了三次考研才考上一

所地方高校。“我一开始看见同学们都报名校，也从众了一

回，选择了一所自己向往已久的名校。但连续两年都没考上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我这人也没那么强的成就欲，干脆放

弃了名校，改报普通高校，这样的学校报考人数不多，录取

比例也高，结果很顺利就考上了。” 【案例分析】 所谓“名

校”，是无论从学校的硬件条件还是软件环境来看都具有相



当实力的高校，它们对考生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由

于报考人数众多，竞争也非常激烈。小A和小B是两位有“名

校情结”的考生。小A选择名校，是为了获得一种考上名校

的快感，即获得一种完成高难度任务所带来的高成就感。为

了获得这种成功体验，即使面对数次挫折也无悔无怨。而小B

因从众选择了考名校，由于成就动机较低，在感受了考名校

的高难度之后，果断地降低了自己的目标，宁愿享受低难度

挑战带来的较低成就感。 那么，考研学子究竟是选择高风险

的名校，“屡败屡战”、“执念到底”，还是不断权衡自己

的实力，“见机行事”，选择一所“非著名”高校？ “名校

情结”之利弊 1.“名校情结”之利 从心理机制来看，考生“

名校情结”的背后是高成就动机的驱动力。 人具有追求卓越

、实现目标、争取成功的需要。具有强烈成就欲望的考生追

求考试成绩的提高，喜欢设置较高挑战性的目标，依靠自己

的努力而不靠运气来获得成功，这对于保持一种持久的学习

动力非常有利。 从复习过程来看，多次复习带来的“练习效

应”有助于提升考试成绩。 “练习效应”，是学生经过重复

的学习和练习，使学习的效果和考试成绩出现大幅度提高的

现象。具有“名校情结”的考生，虽然可能会经历“屡败屡

战”的挫折，但由于存在练习效应，每一次的重复复习和考

试都有利于把握复习重点、巩固复习效果、增加考场实战经

验、提升答题技巧。一般来说，后一次的考试成绩会比前一

次好。 从集中复习的效果来看，一部分有“名校情结”的考

生，由于目标明确地集中于少数几所“名校”，有利于节省

时间和精力，提升复习效果。 2.“名校情结”之弊 “名校情

结”背后的高成就动机会给考生带来高心理压力。 根据心理



学的“耶克斯多德森法则”，人们在从事像学习这种高要求

、高复杂度的活动时，适度的压力将使学习效果达到较好的

程度，而过高的心理压力反而会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正所

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高原效应”会使考生遭遇复

习效果的“瓶颈”困境。 “高原效应”，是指学生在开始复

习的初始阶段，学习效率较高，收获大，进步也快；但随着

复习的进一步深入，虽然比初始阶段更努力地去学习，却发

现自己越来越糊涂，原来记住的概念、定理在自己的头脑中

也不再清晰，有时还经常走神，学不下去，从而使复习停滞

不前，甚至成绩下滑。 不能适时解开“名校情结”，大大增

加考研风险和成本。 部分“执念到底”的考生由于实力不足

，不能适时解开“名校情结”，在反复考名校的过程中大大

增加考研的成本，甚至最终一无所获。 考研人需要问自己的

问题：我要执念到底吗 导师建议：找准定位是报考名校的前

提 小测试：你的考研名校情结有多重 【小测试】 你的“名校

情结”有多重？ 你打算报考一所“名校”吗？你想知道自己

的“名校情结”程度如何吗？下面的测试题将为你提供一个

参考。 【指导语】请注意：本测试只针对当前打算报考“名

校”的考生。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下面的选项中选择

一个最符合自己的行为和想法的选项，在数字序号上划勾。

1.我希望做一个坚强的有意志力的人，因为我深信“有志者

事竟成”。 (1)很不同意 (2)不太同意 (3)可否之间 (4)比较同

意 (5)非常同意 2.我相信机遇，许多事实证明，机遇的作用有

时大大超过人的努力。 (1)非常同意 (2)比较同意 (3)可否之间

(4)不太同意 (5)很不同意 3.我决定做一件事时，常常说干就干

，绝不拖延或让它落空。 (1)从不这样 (2)较少这样 (3)时有时



无 (4)经常这样 (5)总是这样 4.在和别人争吵时，虽然明知自

己不对，我却忍不住说一些过头的话，甚至会骂人。 (1)总是

这样 (2)经常这样 (3)时有时无 (4)较少这样 (5)从不这样 5.做一

件事之前，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重要性，其次才想它是否使

我感兴趣。 (1)很不同意 (2)不太同意 (3)可否之间 (4)比较同

意 (5)非常同意 6.我遇到困难情况时，常常希望别人帮我拿主

意。 (1)总是这样 (2)经常这样 (3)时有时无 (4)较少这样 (5)从

不这样 7.我能长时间做一件重要但枯燥无味的事情。 (1)从不

这样 (2)较少这样 (3)时有时无 (4)经常这样 (5)总是这样 8.生活

中遇到复杂情况时，我常常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1)总是这

样 (2)经常这样 (3)时有时无 (4)较少这样 (5)从不这样 9.当我同

时面临一件该做的事和一件不该做却吸引着我的事时，我常

常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让前者占上风。 (1)从不这样 (2)较

少这样 (3)时有时无 (4)经常这样 (5)总是这样 10.有时我躺在床

上，下决心第二天要干一件重要事情(例如突击学习一下外

语)，但到第二天，这种劲头又消失了。 (1)总是这样 (2)经常

这样 (3)时有时无 (4)较少这样 (5)从不这样 11.我在做一件应该

做的事之前，常常能想到做与不做的不同结果，然后有目的

地去做。 (1)从不这样 (2)较少这样 (3)时有时无 (4)经常这样

(5)总是这样 12.如果对一件事不感兴趣，那么不管它是什么事

，我的积极性都不高。 (1)总是这样 (2)经常这样 (3)时有时无

(4)较少这样 (5)从不这样 13.在长跑中，觉得跑不动时，我常

常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1)从不这样 (2)较少这样 (3)时有时

无 (4)经常这样 (5)总是这样 14.我经常会因为读一本引人入胜

的小说而不能按时入睡。 (1)总是这样 (2)经常这样 (3)时有时

无 (4)较少这样 (5)从不这样 15.在学习和娱乐发生冲突时，哪



怕这种娱乐很有吸引力，我也会马上决定去学习。 (1)从不这

样 (2)较少这样 (3)时有时无 (4)经常这样 (5)总是这样 16.在考

研复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立即向老师或同学

求援。 (1)非常同意 (2)比较同意 (3)可否之间 (4)不太同意 (5)

很不同意 17.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我每天都按时起床，不睡懒

觉。 (1)从不这样 (2)较少这样 (3)时有时无 (4)经常这样 (5)总

是这样 18.我订的计划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完成计划有困难

，随时可以改变或撤销它。 (1)总是这样 (2)经常这样 (3)时有

时无 (4)较少这样 (5)从不这样 19.我很喜欢长跑、长途旅行、

爬山等体育项目，但并不是因为我的身体条件符合这些项目

，而是因为它们能锻炼我的意志力。 (1)很不同意 (2)不太同

意 (3)可否之间 (4)比较同意 (5)非常同意 20.我给自己订的计划

常常因为主观原因而不能如期完成。 (1)总是这样 (2)经常这

样 (3)时有时无 (4)较少这样 (5)从不这样 【计分方法与评价】

每一道题所选的序号即为该题的得分，将所有题的得分相加

得出总分。 如果你的得分在81分以上，说明你具有较严重的

“名校情结”，特别看中师资和学术科研力量都实力雄厚的

名校，即使面对多次考研失败，也能保持继续考“名校”的

动力，屡败屡战，决不轻言放弃。 如果你的得分在61～80分

之间，说明你比较容易产生“名校情结”，即对知名院校抱

有一种强烈偏爱的主观意愿和报考倾向，明知风险很大，也

愿意坚持考下去，比较有屡败屡战的意志力。 如果你的得分

在41～60分之间，说明你选择“名校”后，遇到困难迎难而

上的意志力一般，如果遭遇多次挫折，你可能会考虑放弃考

“名校”。 如果你的得分在21～40分之间，说明你在选择“

名校”后，迎难而上的意志力比较薄弱，遇到考研挫折时，



你会比较容易动摇坚持考“名校”的决心。 如果你的得分

在20分以下，说明你在选择“名校”后，迎难而上的意志力

非常薄弱，在复习过程中，随时会动摇坚持考“名校”的决

心。一旦遇到考研挫折，你极有可能会马上放弃考“名校”

。- 本文选自《求学考研》的博客，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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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