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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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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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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