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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激烈，考证必须和专业知识、实习经验结合起来，才

能突显其优势。技不压身，不等同于证不压身！ 暑假，将是

大学生们上培训班、考各类资格证书的黄金期。校园里，本

科生、研究生一人持有多种证书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人认

为，证书是就业的敲门砖。 今年5月1日前，国家有关部门完

成与职业资格活动相关的规范清理工作，目的就是遏制考试

太乱、证书太滥现象。在各种职业资格认证日渐规范的大背

景下，今年暑期，大学校园中的“考证热”能否也随之呈理

性态势？ 师大学生持证率达100% 有人攥着七八种证书 笔者

在北京师范大学随机采访了56名学生，其中本科生21人，研

究生35人。这些学生都参加过不同类型的培训，持证率高

达100%。大四学生小马告诉笔者，除却大学英语四六级、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这些常规性的考试之外，他还参加了高级

调查分析师、物流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培训与考试。“

我现在一共考了5个证，但在班里还不是持证最多的人，我的

一个同学有七八个证呢！” 学生竞相考的证大致有如下三类

：(1)英语能力测试类证书，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英语中高

级口译资格证书、雅思、托福等；(2)各种从业资格类证书，

如：报关员证书、物流师资格证书、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国家司法考试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导游证、教师资格

证等；(3)实用技能类证书，如：各种IT行业的能力认证证书

、驾驶证等。 有证总比没有强 别人考我也考甚至一考再考 笔



者发现，一部分学生对所考证书缺乏深入了解，也不知自己

将来能否胜任这一领域的工作，但却被潮流裹胁着，一考再

考。 大三学生小赵正在备战国家司法考试，每天研究案例、

法条，可他还不能确定以后是否要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

“这项考试含金量高，一旦通过，不愁找不到好工作，周围

很多同学都在准备考试，我要是不考，无形中就少了一条出

路。”小赵说。 大二学生小李说：“这就像得了感冒会传染

一样。一个班里，只要有一个人报了某个培训班，过几天肯

定就有新生力量加入。每种资格认证都能找到志同道合者，

绝对不会孤单。” 费时费力费心更费金 培训班须“一掷千金

” 研一学生小王，上学期报名参加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培训

，小王每天早上7时出发，大约在晚上10时左右才能回校。“

整个人就像散了架，非常疲劳。”小王说。 除却费时费力，

最难让学生承受的，就是数目可观的培训费与报名费了。大

二学生小左戏称：“考证也是一掷千金的豪举”。据笔者了

解，国家司法考试所需培训费用在1200-12800元之间；高级口

译证的培训费是1200元左右；高级调查分析师的培训费

为2800元左右；坚持修满三期计算机软件培训课程，则需花

费20000元左右。此外，雅思、托福等考试的报名费均在1000

元以上。 大三学生小汪前不久参加了人力资源师的培训和考

试，培训费和报名费加起来2100元。遗憾的是，小汪没有通

过认证，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再缴纳600元的补考费。“2700元

够得上三个月的花销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小汪忧心忡

忡。 “上学期我报了三个培训班，月月财政出现赤字，真的

不好意思再向家长要钱了。虽然找了份兼职，但还是觉得入

不敷出。”研二学生小鲁说。 “背”出来的证书没啥用 技不



压身不等于证不压身 很多学生都有这样一个心态，认为证书

越多，职场“通行证”也就越多。现实情况怎样呢？ 2008年

应届毕业生小何，觉得手中的证书就是“鸡肋”。小何考取

了导游证、房地产经纪培训证、保险经纪人资格证以及高级

秘书证。本来以为会增加就业“砝码”，谁知用人单位都认

为小何所持证书驳杂，缺乏明确职业规划，又没有实践经验

，将他拒之门外。 与小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二的小林。小

林大二时就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此后，她又学习了剑

桥商务英语和高级口译课程，拿到了相关证书。“我陆续做

过笔译和口译。用人单位对这两个证书很看重，我找兼职工

作相应容易些。有这么多锻炼的机会，我还真要感谢这些证

书呢！”小林笑着说。 从招聘会回来后，很多学生的最大感

受就是：“背”出来的证书没有用，不少用人单位更看重实

际工作经验。有些证书可以帮助你进入到面试环节，可一旦

动手实操，往往就会露出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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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