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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社会经验 有些大学生朋友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产生恐惧

感，不敢面对现实，总想躲在象牙塔里。另外一些在职人员

不善于处理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工作中遭受挫折，企图

通过考研来实现人生命运的转变。应该说这两种心态都是不

可取的。因为即便是考上了，当他们重新走进工作岗位后，

同样会面临新的挫折和困难。其实，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学，

只有积极面对现实不断积累社会经验才是提高自己的最好方

法。 二、高校扩招，人才贬值 记得一名教授说，现在研究生

的水平就象以前的本科生，而本科就象以前的专科生。随着

本、专科生的扩招，高校的研究生也大幅度扩招，一些名牌

高校的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已达1∶1，而目前相当多的高校

也纷纷表示要办成研究型大学。连年扩招的结果是师资严重

不足从而导致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北京研究生竞聘专

科生岗 位”、“上海研究生不如高级钳工”而“广州年

薪8000元招不到高级技工”、“大学生回炉念技校”，诸如

此类的新闻屡见报端。目前我国最缺乏的不是高学历人才而

是大批技术熟练的高级技工。如不采取相应措施，高学历人

才相对过剩而高级技工的严重短缺将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 三、今后几年内，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现在考研，真不

知到毕业时会面临怎样的就业形势，谁敢拿青春赌明天。 四

、大龄考生，遭遇年龄尴尬 虽然现在上大学的年龄已不再受

限，研究生的年龄也进一步放宽，然而面对用人单位对年龄



越来越年轻化的要求，多少让想报考研究生的大龄考生心存

疑虑。想想也是，奋斗几年后虽心无“廉颇老矣”的感慨，

却受用人单位“尚能饭否”的冷眼相待，那滋味⋯⋯ 五、不

公平竞争 不怕竞争，就怕不公平竞争，这是人们时常挂在嘴

边的话语。然而近几年各种考试舞弊现象屡见不鲜，手段也

不断翻新，有的甚至相当先进。似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有请枪手的、有买通监考员的。听说现在考生的照片

可通过电脑将两人的相貌特征拼到一起，做到以假乱真，这

对想通过公平竞争考上的考生无疑是个打击。有考试就有作

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啊。 六、招生黑幕 如果你已幸运地通

过了初试这一关的话，那么决定你生死大关的很大程度上将

不是你自己，而是招生单位。不是有人初试第一名，复试发

挥出色，却名落孙山连个自费都上不了的先例吗？应该说招

生黑幕只是少数，但谁敢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呢？ 七、

学历不等于能力 目前国内的人才高消费是促成考研升温的原

因之一。随着人才市场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人才的理性测评

不断提高，人才高消费的现象将得到遏制。事实上很多跨国

公司宁愿招本科生也不招研究生，在他们看来，研究生对待

遇期望过高，工作不稳定；而本科生工作踏实肯干，经过公

司的培训后完全可以挑大梁。倒是国内一些企业本科生能做

的也非要研究生来做，有的甚至把研究生当作花瓶摆设以炫

耀自己的“实力”。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有实力自然有

魅力。 八、选另一种“充电”方式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终

身教育的体现，不少人认为只有捞个研究生文凭就可高枕无

忧了，其实不管你硕士、博士，毕业后还得重新学习。现在

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只要真的想学习不见得非要读研究生



才能达到目的，何苦去挤那独木桥呢？ 九、先工作后考研 现

在很多在校生尚未毕业就开始着手准备考研，这种盲目跟风

的现象应该是不正常的。在国内当前在大力提倡在职读研；

而国外工作几年后再读研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因为经过几年

的实践，对自己有一定的了解后，再依自己的兴趣、特长来

选择专业显然比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考研更为理智些。 十、出

国留学 就业形势严峻，国内研究生也不再是“香饽饽”，而

留学归国的“海龟派”却倍受用人单位青睐。这种现象使得

一些有条件出国留学的学生放弃了在国内读研的机会，远渡

重洋，寻找“寄托”。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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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