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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学都在准备考研，家里人也希望我考研，我想考就考呗

。在准备考研的过程中，从搜集信息到买参考书、报辅导班

、开始复习，我一直有一种被动的感觉，没有很强的自发动

力。有时候我想，我到底为什么要考研呢？这个问题让我很

困扰。” “周围的许多同学对考研有明确的目标，他们发自

内心地要考研，学习起来很有劲头。而我⋯⋯说实话，我到

现在也想不清楚为什么要考研，都是别人说考研怎么怎么好

，我就考了，但是我的内心不能给我自己一个很明白的理由

。这样学习起来没什么劲头，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在现实

生活中，人们常有“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指由于群

体的引导或施加的压力而使个人的行为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

现象，通常人们称之为“随大流”，也称“从众效应”。在

准备考研的过程中，这种现象很普遍，因为考研人是一个庞

大的群体，群体越大，“从众效应”的压力就越大。从选择

报考学校、专业，到选择复习资料、辅导班，很多同学都缺

乏自己理性的判断和分析，容易“随大流”做出盲目的选择

和决定。 6月马上就要临近了，正是许多同学做出考研决定

的关键期，那么，如何避免考研中的“从众效应”呢？来听

听跨考教育高级咨询师的建议： 1．选择适合自己的目标 要

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是通往成功之路

的前提条件。目标是我们意欲获取怎样的结果、希望成为什

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在情绪上致力于什么的心理表征。如果



一个人没有目标，就只能在人生的旅途上徘徊，浑浑噩噩地

过日子，永远到不了理想的彼岸。目标对于考研尤其重要，

当确立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一切想法行动都要围绕它来进行

。 不过，在确立目标之前一定要三思。首先要想清楚，自己

到底要不要考研。很多考生从开始准备考研，直到进了考场

，都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大学毕业面临很多出路，找工作

、考研、出国、经商、创业等等，然而一些考生或受到家长

的指引、或受到就业形势的压迫、或受到其他同学的鼓动，

毅然却又茫然地加入了考研大军。在此，我们建议考生在报

名之前一定要权衡考研的利弊，结合自己志向、兴趣、基础

、能力，以及专业前景、地域、行业等情况综合考虑，制订

符合自己的未来发展规划。一旦确定了自己要考研，就全身

心地投入。 决定考研之后，要确定自己所要报考的学校和专

业。对于很多考生而言，这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笔者

想提醒考生，热门学校、热门专业并不一定代表着未来的发

展方向。很多考生选择跨学科、跨专业报考，有的为了实现

自己的梦想，有的为了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在选择专业的

时候也要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你对这个专业到底了解多

少？自己适不适合从事这个专业的研究？这个专业未来的出

路有哪些？不能盲目地追求热门专业，一味听从媒体和身边

的人说某个专业出路好、工作好找就报考哪个专业，一定要

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确定了报考专业之后，就该选择学校

了。这个时候考生更容易头脑发热。有的考生为了实现高考(

论坛)时没有实现的理想，有的考生为了提升学历的“含金量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热门的学校。于是就出现某些学校

某些专业的复试录取比例达到30：1，而同一专业的其他地域



的某些学校，连招生名额都没有满。事实上，院校招生有以

下一些特点：1.地域差异明显，其中北京的高校最为热门，

西南地区相对冷门；2.名牌大学与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之

间差异明显，有的复试录取比例的差别达到10倍以上。在这

些表象的背后，我们还应认识到：名牌大学与重点大学之间

的复试录取分数线相差并不悬殊，往往在30分以内；不同地

域的学校毕业后的出路没有明显的差异，北京高校的研究生(

论坛)不一定就比其他学校毕业的研究生吃香。因此建议考生

在报名之前，冷静地分析各个学校的差异、就业形势、过去

几年的分数线和录取比例，选择一个相对稳妥而又颇具竞争

力的目标，自己的考研之路就会变得更平坦。 要想选择一个

合适的目标，就需要了解自己、了解环境，不妨问自己几个

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考研生涯规划”，我们称之为

“5W1H”法。 What?你想要什么？这是一个目标确立的问题

。明确的目标是考研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Why?为什么要考

研？这是明确考研动机的问题。 Where?你想考到哪里？这个

问题可以帮助你确定自己想要考取的学校和专业。 When?你

想什么时候考？有的同学是希望大学一毕业就读研究生，而

有的同学想先工作再考研，这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 Who?有没有同学和你一起考研？身边有没有熟人曾经参加

过考研？向曾经参加过考研的人询问一些经验，一定会让你

受益匪浅，少走许多弯路。如果能与许多考研的同学一起学

习，大家可以共同讨论问题，心理上也可以相互鼓励和支持

。 How?你想如何准备考研?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需要我们

制定复习计划，要分为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要根据自己的

学习情况、时间、对专业的熟悉程度等多方面来考虑，制定



符合自己的学习计划。 2．多渠道获取正确信息 在我们对事

情不太了解、获取的信息不够多或不准确的时候，最容易产

生从众心理。毫无疑问，考研过程中各种信息对每一个考生

来说都很重要，对信息的占有和利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备考的

难易和录取机会。考生需要综合各种渠道的信息，才能对形

势有一个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 收集信息时，我们还需要

考察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如何准确、

全面、及时地收集信息，收集何种信息，就成了报考前的头

等大事。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有以下渠道收集考研相关信息

： 第一，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特别是网络，在传播公开

的信息方面非常快捷，更有专门的网站将有关信息进行分类

，查找起来非常方便。但一定要注意辨明信息的真伪，查找

可靠的信源。 第二，招生单位。由于招生单位是专业考试的

命题者和最终的录取者，其信息无疑是最权威的。考生可以

通过学校研招办、报考院系及相关老师来获取资料。 第三，

人际关系网。如果能找到刚考取该专业研究生的师兄师姐咨

询当然是最好的，不管是熟人，还是通过别人引荐的，甚至

是素不相识的。 第四，权威的辅导班或一些考研服务专业组

织，支付一定的费用便可直接获得所需信息。 第五，也可以

通过在高校网站BBS上留言，采取有偿求购的方式来获取某些

难以获得的考研资料，如专业课笔记等。 当然，收集信息只

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无法代替掌握知识本身，因此在考

研过程中，考生不必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旦

获得所需信息就应立刻投入到学习中去。 3．树立自信 考研

的盲目心理和从众心理往往是由于缺乏自信造成的，如果自

信心不足，考生就很难对自己和环境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也很难在考研的备考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以下是考前常

见的八大担忧： ①考不好，前途就完了。 ②别人肯定比我强

。 ③如果考不好多丢人啊。 ④考不好怎么向父母交待。 ⑤这

次考试的题目可能很难，我不一定能做好。 ⑥临考前吃不香

、睡不踏实，身体能顶住吗？ ⑦我讨厌考试，考试让我心神

不定，紧张死了。 ⑧如果不考试，该多好啊！ 每个人的内心

还会有不同的担忧，但是有一个克服这些担忧的方法，就是

把每一个担忧逐条写下来，然后逐条写出否定的理由，这样

可以改变自己的消极认知，同时达到了树立自信的效果。反

复的担忧和焦虑是无益的，考生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给

自己信心。当然，我们在作出每一个决定之前，都要综合考

虑自己的情况，结合自己的现状做出选择，这样每一步都有

理有据，才能信心十足。 名词解释：从众效应 美国有一个流

传很广的故事：有一个人白天在大街上跑，另外一个人看到

了，也跟着跑，结果整条街的人都跟着自己前面的人跑，场

面相当壮观，不清楚的人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原来除了

第一个跑步的人，其他人并不知道自己奔跑的真正理由，仅

仅因为第一个人的奔跑就带动了其他人的跟进。这样，满大

街奔跑的人都成了别人眼里的疯子。心理学上著名的“阿希

实验”显示，约有15%的被试者平均作了总数3/4次的从众行

为；所有被试者平均作了总数1/3次的从众行为。 编辑特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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