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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渐渐散去，调剂大军又呼啸而来，为那难得的调剂机会

四处奔波。机会难得，大家是否还在为名校与普校之分而犹

豫不决，为此跨考教育小编专门采访了几位调剂过来人，听

听他们的看法，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正方 勿因“执着”

而误己 姚芳芳（研究生） 时下，但凡什么都讲究“名牌”，

只要沾上了这两个字眼，就仿佛被套上了金环，成为万人簇

拥的宠儿了，连我们的读书圣地也没能幸免，纷纷落入“名

牌”潮流。名牌服饰固然质量优良，但价钱也让人望而生畏

；名校固然令人向往，但竞争极其激烈，花落谁家，无人能

晓。 为此而执着的名门子弟，目标往往锁定在名气更高的学

府上，今年不行，明年就索性破釜沉舟再来一回，这种精神

看似让人敬佩，实则是不智之举。记得考研时认识了一位同

窗，和我报同一所学校，本身也出自名门，但考了三次总是

名落孙山，和我的选择不同，她始终不愿意调剂，仍然坚持

完成她的名校之梦。我不知道应该为她的执着而感动，还是

为她的固执而悲哀。三年的时间，我们能学到多少有用的知

识，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禁想问和她有着同样执着

精神的学友们：这种执着值得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成见

，放下所谓的面子呢？ 作为一名曾就读于知名高校的考研过

来人，对此我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身体会。考研结束后，我选

择从北京的名校调剂到浙江的一所普通院校，许多朋友都对

此表示不解。但回顾大半年的研究生学习，我在这所普通院



校里收获颇多——这里也有知识渊博的导师、风景如画的校

园、严谨的学术氛围，比起名校，无非是缺少了点名气，但

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我求学的热情。奇迹是自己创造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要再沉湎于名校效应，不要靠学校的

光辉来映衬自己，要学会用自己的光芒去照亮学校，这样的

你才是最出色的。因此，勿因“执着”而误己，不要为了一

棵树木而放弃整片森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青松（教育工

作者） 对于很多考研的学生来说，调剂并不是一件很让人痛

快的事情。尤其对于那些身出名门的“大家闺秀”来说，被

调剂的滋味近乎残忍。 其实，调剂并不见得是件坏事。也许

被调剂到的学校的各种硬件软件没有名校好，也许那里的导

师没有名校的导师有名气，但是研究生学习的过程中基本都

是依靠自学，以上因素并不是阻碍你成功的关键因素。据我

所知，很多名导师社会活动都不少，能够真正指导自己的研

究生学习的时间并不多，很难尽心尽力地为学生指点迷津。

而那些虽然名气不够，但实力不差的导师则会将更多的精力

和心血投入到学生身上。从这一点来说，被调剂也算是“因

祸得福”了。还有很多人认为，一旦进了普通院校，没有了

硬梆梆的名校标签，以后找工作就会矮人一头。事实果真如

此吗？其实不然。当初我从一所普通院校毕业，到广东一所

知名的外语院校求职时，同场竞聘的不乏北京外国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211”院校，但是最后他们都没有留下

，而我却得到了认可。 所以，被调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

乏面对事实的勇气和身处各种不利环境却全无畏惧的雄心。

名校生更应该有一份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能够闪光，这才是名校生的“名”之所在。因此，想对面



临调剂的名校生说一句，恋爱有时候结婚了再谈也可以，以

后的日子不见得就不甜蜜。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摆正择业心态，不妨接受调剂 朱丽霞（教育工作者） 人往高

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名校读书的优势不言而喻：优良的学

术环境、雄厚的师资力量、强大的科研条件⋯⋯对毕业生而

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择业时可以占据足够的优势，拥有一个

更大的择业空间和择业平台。 就此推论，非名校研究生不可

读呢？非也！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择业心态。如

果一门心思非沿海发达地区不去，非要留在大企业、大公司

工作，那我劝你还是再复习一年。如果你摆正自己的择业心

态，愿意在一个比较适合的城市、比较适合的公司工作，我

个人认为，名校生调剂到普通院校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而言，名校生调剂到普通学校后，受导师

重视的程度和发展的空间往往也占有相当的优势，崭露头角

的机会也比较多。 而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硕

士阶段越来越成为博士阶段的一个过渡阶段，硕士学位日益

成为一个过渡学位。因此高校对硕士生的招生不仅不会像博

士生那样控制数量，反而还要继续扩大。从硕士研究生报考

人数日益庞大的趋势来看，接受调剂意味着早一年就读早一

年毕业，就业的机会和空间不更大些么？众所周知，研究生

考试竞争激烈，其程度远远甚于高考，能够调剂为何要白白

错过机会？是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如果认为自己入读

普通院校实在太屈才，硕士毕业还可以继续报考名校的博士

研究生啊！ 反方 要读就读自己想上的大学 梁贞巧（研究生）

纵观当前教育，百万高中生豪情万丈，回炉复读再战高考，

为的是坚守心中的信念，为的是再给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



而曾为高考英雄的名校生却为何没有勇气选择重来？所以我

要说：若是考不上梦中名校，再奋斗一年又何妨？ 众所周知

，名校师资雄厚、设施完备，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术研

究圣地，而对于学生自身的成长而言，经历名校四年的本科

教育熏陶，扎实的基础知识、缜密的思维方式初长成，我们

又怎能忍心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将自己的学术追求夭折于此？

如果再坚持复习一年，我们的知识储备也随之积累，专业基

础也将越发深厚，这不也正是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所在吗？此

外，尽管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要理性对待文凭和学历，但现实

中许多用人单位却逃不过名校和高文凭的束缚。如果再复习

一年，考上名校研究生，称得上是学识和就业的双丰收。 于

考生个人而言，研究生一辈子只能读一次，要读就读自己想

上的大学。调剂到普通院校，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去做一些自

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岂不是在听天由命地打发时光？古人

云：“不以一次成败论英雄”，再用一年的时间，赋之努力

和拼搏，为自己未来的成功铺就一条更好的路，也许是更恰

当的抉择。毕竟，这重新努力的一年和我们未来漫长的人生

道路相比，也只是沧海一粟。 若耐得清苦，就再战一年 张帆

（公务员） 2007年的本科毕业生，算来应该属于当下热炒的

“80后”虽然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但是我们家长对他们

的期许却从来没有降低过，仿佛自己儿子没拿个硕士文凭，

都不好意思和邻居打招呼。其实学生也好家长也罢，只看着

眼前专业、学校的好坏，却没想通做学问的目的；只把研究

生文凭当作攀比、评职称、找工作的动力，却并不理解研究

生的真义。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旨在培养高水平的“研究型人

才”，培养模式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强调学术论文的核



心地位。而现在裱糊匠式的“高水平研究型人才”比比皆是

，据说中关村就有句顺口溜：“博士满街走，硕士满地溜。

”看样子真到了走向社会的时候，浑浑噩噩三两年混到的文

凭比花500块钱在人大天桥底下买的也强不到哪去。 闲聊至此

，也无力深入批判什么教育制度、学术风气，更扯不上什么

功利主义、社会价值。只能建议考生：若准备继续深造，抑

或真个耐得清苦钻研学术，那就再准备一年；若只是想今后

谋职方便，抑或只是流连校园自在逍遥，那干脆胡乱混个研

究生文凭才是要紧！ 调剂前先弄清三个问题 季伟涛（记者） 

辛苦复习了将近一年，却没有考上心仪的学校，这对于每一

个名校本科毕业生来说，都有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这时候

，大家不妨冷静分析一下：当初要考研究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在考虑是否接受调剂时，应首先考虑三个问题：第

一，对被调剂的专业发展方向和前景你是否有较多的了解；

第二，个人对所调剂专业是否有兴趣；第三，导师是否优秀

，是否负责承担有国家、企业科研项目或课题。如果这三点

的答案都让人满意的话，那就可以前往深造。否则，还是提

早毕业或再战一年为好。不能上自己心仪已久的学校固然让

人痛惜，但也并非意味着你为考研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

之东流。从最近几年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情况来看，是否拥

有研究生学历固然是用人单位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已经不

是主要因素。在求职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越来

越看重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是否过硬等。所以说，

命运只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够在逆境中奋起的，才是强

者。 勿为一纸文凭而调剂 竹子（自由职业者） 调剂这个环节

，被我视为“鸡肋”，为了不被调剂，我曾一度顶着来自家



人的压力，几乎是“逃”出了家门。有人说，名校生不想调

剂，是虚荣，是看牌子。那么我要问，调剂生看的是什么？

只要能上个研究生，拿个文凭，不管什么科研环境，不管什

么学术前途都可以接受，这难道不也是功利吗？ 考研结束后

，我并没有考上复旦大学。家人为我惋惜，为我联系了好几

所普通院校，希望我接受调剂，但我坚决反对。因为自己本

科的院校专业排名也已在国内前五之列，这样的学校在学术

氛围、科研成果等方面尚不能让我满意，何况是普通院校？

复旦大学拥有国内唯一的传播学国家重点基地，我希望能到

那里实现我的新闻研究理想。客观地说，普通院校或许也有

自己的特色，但较之名校，其在学术环境、人文气氛等等方

面都会相对逊色。在那里，学科领域的带头人不多，学生也

鲜有机会与顶尖的业界名家直接交流，其就业前景也并不乐

观。所以我认为，仅仅为了一纸研究生文凭而接受调剂，即

使成功，也是消极之举。最新热点快报：2009全国硕士生入

学考试初试合格资格线确定2009年考研网上调剂系统4月8日

开通2009年考研最新查分复试调剂信息专题2009年各地考研

成绩查询信息汇总专题09考研复试线只划一条新增专业硕士

不另划线2009年面向应届生专业硕士招生复试不单独划

线2009年考研国家复试分数线预计4月8日公布把百考试题考

研站设为首页 考研辅导资料特别推荐：2009年考研政治重点

详解资料汇总考研政治基础辅导之常考知识点精选汇总09考

研英语阅读理解专项训练汇总历年考研英语常考词语固定搭

配资料汇总2009年考研数学\政治\英语冲刺复习资料汇总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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